
3国内国际新闻
2018 年 10 月 22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杨金花 郭力
版式策划：张世华 制图：王涛

连绵的阴山从这里经过，咆哮的黄河在这
里转弯，壮美山河成就了草原鹿城的地灵人
杰。60 年里，两万多次日月更迭，见证了一代
代脚踏实地、志存高远的包头供电人，将汗水
与心血播洒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原野上。

序曲·时代的召唤

20 世纪 50 年代初，神州大地百废待兴。
新中国将重工业定为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重中
之重，制定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以包头
钢铁公司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同批建设
的还有包头第一、第二机械制造厂和第一、第
二热电厂 4 个重点项目。

为保障国家“一五”计划建设项目电力供
应，大批中华儿女响应号召，从四面八方汇聚
西北边陲——包头，将青春奉献给草原电力事
业，拉开蒙西电网建设的宏伟序幕。

回眸·二十载光辉岁月（1958 年—1977 年）

“包头供电局最早是包头发电厂下设的一
个科室，叫供电科，不到 30 人负责全市的供电
管理工作⋯⋯”包头供电局原副总工程师蔺万
祜回忆起 60 年前的往事仍激动不已。

1955 年，供电管理工作由发电厂分出，成
立了线管所和营业所，并于当年兴建了包头市
乃至内蒙古自治区内第一条连接市三区的 35
千伏输电线路，城市供电状况得到了初步改
善。次年，线管所与营业所合并为供电所。

1958 年，供电所几经变革更名为包头供
电局。

1958—1959 年，包头第一、第二热电厂发
电机组先后建成。

“所有建站用到的钢架、电缆等器材送到
火车站后，都要赶着马车走上多半天才能运到
工地。上百斤的设备、千余斤的塔架，都要靠
人力一点一点扛上架构，一米一米从地上拉
起；上万道螺丝、接线要一个一个过遍手、一根
一根查走向⋯⋯一下工地就是个把月，吃住都
在工地上，夏天一身臭汗干忍着，冬天一身羊
皮袄睡觉都穿着。那时大家编顺口溜埋汰咱：
远看逃难的，近看要饭的，一打问是个供电
的。”参建 110 千伏白云变电站的郭怀林如今
已是耄耋老人，回忆起当年建站时的场景红了
眼圈。

在这样艰苦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仅两年，
自治区首座 110 千伏变电站——白云变拔地
而起，白云站至白云鄂博铁矿、石拐矿区和呼
和浩特市 3 条 110 千伏输电线路全线贯通，形
成了自治区史上第一个 110 千伏电网——呼
包电网，及时满足了包头市生产建设和包钢一
号高炉投产用电的需求。

奋进·四十年乘风远航（1978 年—2018 年）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国家崛
起拨正了航向。为了缓解地区用电紧张的局
面和西电东送，自治区首座 220 千伏变电站麻

池站应运而生。1987 年，随着 220 千伏古城
变电站投产，包头电网告别了封闭状态的历
史，一跃成为自治区最大的地区电网。

1988—2014 年，伴随着内蒙古电力体制
深化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西
部大开发、“西电东送”战略的实施，包头供电
局果断提出了建设以 500 千伏为主网架、220
千伏分区供电的发展方向，为企业前进方向定
准了基调。

这期间，包头供电事业并入快车道，1987
年，被授予华北电力系统先进企业；1994 年，
荣升“国家大型一档企业”；1996 年荣获“全国
电力系统双文明单位”称号；2001 年，建成自
治区首家国家电力公司一流供电企业；2004
年，局属首座 500 千伏高新站启动送电；2005
年，荣获首届全国文明单位；2006 年，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状；2007 年，售电量突破 200
亿千瓦时大关；2008 年，局属第二座 500 千伏
包北站投产运行；2015 年，获评全国电力安全
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

优化主网、做强配网、升级农网，实现电网
协调发展。如今，包头地区已形成以 500 千伏
为电源支撑并相互联络，4 个独立的 220 千伏
供电区域，130 座变电站傲然挺立的网架结
构，3000 余公里输电线路和 12000 公里配电
线路连接包头近 3 万平方公里的各个角落，为
助推包头地区乃至整个自治区经济腾飞提供
强大稳定的绿色动力能源。220 千伏九原变

电站相继荣获中国电力优质工程、中国安装工
程优质奖，220 千伏山格架变电站获自治区

“草原杯”工程质量奖，110 千伏九峰变电站获
自治区安装工程优质奖。

从昔日“蒙电服务进万家”到一根电线架
起中——蒙（杭吉口岸）友谊的桥梁。包头供
电局始终以“人民电业为人民”为宗旨、以“蒙
电杯”竞赛活动为抓手、以追求客户满意服务
为目标，不断向“精心、精细、精准”服务迈进。

调控一体化、移动变电站、智能巡检机器
人、输变电智能巡检、设备差异化运维、就地化
保护装置、四类复杂带电作业等先进技术和管
理已广泛应用于安全生产中。“十三五”以来，
包头供电局研发科技项目 50 余项，完成 QC
立项 198 个，完成 27 项公司下达的科技项目，
完成投资 6482 万元。

护航·矢志不渝心向党

忆往昔，看今朝！包头供电局党组织由
1958 年的 5 个党支部发展成为现在的 84 个基
层党组织，党员数量由 53 名增加到现在的
2020 名，局党委被授予自治区级先进基层党
组织。

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包头供电局党委着力构建

“大党建”工作格局，实施“六大工程”，打造
“2+3”责任体系，打造出“12345”党建工作品
牌，建强基层党组织，服务生产经营，开启了

“融入型、全员化”党建工作新模式，将党建的
优势与活力转化为企业发展的优势与活力，为
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包头供电局党委从引领促进企业发展的
战 略 高 度 出 发 ，全 面 推 进 宣 传 思 想 文 化 工
作。推行“1+30105”讲党课制度，创建理论
学习“七学模式”，党的思想理论入脑更入心，
被评为自治区“三带三创”党委中心组学习典
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道德建设，
以“金字塔”典型选树工作法挖掘身边先进人
物，以“精神文明五级联创”提升全员文明素
养，通过坚守意识形态主阵地，正面宣传社会
主旋律。

60 年间，包供涌现出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 3 人、盟市级劳模 98 人；局党委连续
举办四届“感动包供”人物事迹报告会，推进
先进典型 56 名，全局 27 人次分别获得“中国
电力楷模”“中国电力影视工匠”和市级以上
各类道德模范、“好人”荣誉；52 家基层班站
获市级及以上文明单位荣誉、局属 78 个营业
厅被国家及各级政府分别授予“文明示范窗
口”称号。

60 年，供电面积从 0.6 万平方公里到 2.7
万平方公里；年售电量从 0.82 亿千瓦时到今
天冲刺 300 亿千瓦时大关；装机总容量从 2.2
万千瓦到今天的 1558 万千瓦，一代代包供人
始终奋勇争先，为公司奋力开启“全新责任蒙
电”高质量发展新征程贡献包供力量！（徐则）

高塔银线间奏响的凯歌
——包头供电局建局 60 周年发展综述

新 华 社 布 鲁 塞 尔 10 月 20 日 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9 日在比利时首都
布鲁塞尔出席第十二届亚欧首脑会议
时发表重要讲话，表示亚欧各方要以
开放的胸襟、包容的气度、协调的行
动，打造开放、联动、合作、共赢的新格
局，为世界发展增添力量、注入信心。

欧洲地区官员、学者及经贸界人
士对李克强讲话反响热烈，表示欧亚
各国应共同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
坚持走开放共赢的道路，反对单边主
义和保护主义。

李克强在讲话中说，当前形势下，亚
欧国家都面临单边主义的严重冲击。各国
只有携手合作，践行多边主义，才能更好
把握全球性机遇，应对全球性挑战。

中欧数字协会创始人、主任克劳
迪娅·韦尔诺蒂认为，李克强总理对多

边主义的强调在当前形势下显得尤为
重要。在她看来，作为亚欧大陆上的重
量级“选手”，中国和欧盟有责任共同维
护多边机制和全球贸易体系，倡导合作
与对话，促进共识，迎接共同挑战，这符
合亚欧首脑会议所倡导的精神。

比利时瓦隆大区副首席大臣兼经济
大臣皮埃尔—伊夫·热奥莱说：“有人担心
对来自中国的投资产生依赖，我的看法刚
好相反。保护主义是行不通的，开放不仅
能增强经济活力，还能创造更多就业。”

李克强在讲话中说，世界经济复
苏的势头来之不易，仍然需要坚持开放
发展的大方向，坚决维护以规则为基础
的多边贸易体制。对现行世贸组织规则
进行适当调整完善，必须坚持自由贸易
等基本原则，既要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与
繁荣，也要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

瑞典咨询机构“二十一世纪新前
线”创始人丹尼斯·帕姆林对此评论
说，人们需要一个开放和公平的全球
经济，一个透明、开放、专注于缩小贫
富差距的体系是绝对必要的。

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秘书长盖
琳表示，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具有“世
界经济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双重身份，
这会让各国意识到，中国可以成为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沟通交流的桥梁，可以提
出更多促进东西方合作的倡议，并为新兴
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减少分歧、在经济全球
化中争取互惠共赢提供建议。

李克强在讲话中说，亚欧国家要
加大基础设施方面的“硬联通”，同时
也要加强制度政策规则和标准等方面
的“软联通”，激发资本、技术、服务和
数据等要素的活力。

韦 尔 诺 蒂 高 度 认 同 李 克 强 总 理
“硬联通”和“软联通”的表述。在她看
来，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非常重要，
但如果没有背后的“软联通”，那么这
些硬件设施也可能被浪费。不同地区
还应实现标准、文化等的“软联通”，从
而促进跨区域、跨国界贸易的发展。

李克强在讲话中强调要通过人文交
流为亚欧合作注入更大活力，不断增进
人民间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各领域人
文交流，让平等、包容的理念深入人心。

盖琳认为，李克强总理的讲话为
亚欧合作指明了方向，是对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阐述，有利
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加有
效地合作。

（参与记者 翟伟 潘革平 韩
冲 帅蓉 田栋栋）

共担全球责任 共迎全球挑战
——欧洲人士高度评价李克强在第十二届亚欧首脑会议上的发言

□新华社记者 张宸 格桑边觉

上世纪 50 年代起，卓嘎的父亲带
领子女坚守在西藏山南玉麦乡守卫国
土。玉麦出行要翻越 5000 多米的雪
山，生活物资以前要靠牦牛拉进来。
因为不方便，很多人陆续搬离玉麦，乡
里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卓嘎一家三人守
护。父亲去世后，卓嘎、央宗姐妹俩接
过守边重任。如今，央宗的儿子索朗
顿珠也在大学毕业后回到了玉麦。中
共中央宣传部 19 日向全社会宣传发布
卓嘎、央宗姐妹的先进事迹，授予她们

“时代楷模”称号。
卓嘎、央宗一家三代人爱国守边

的感人事迹经媒体播发后，在社会上
引发强烈反响。干部群众一致认为，

卓嘎、央宗一家三代人舍小家、顾大
家，体现了爱国守边的高尚情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需要
像 卓 嘎 、央 宗 一 家 这 样 的 坚 韧 与 奉
献。西藏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被她们
所感动，纷纷表示要以她们为榜样，立
足本职岗位，坚守在祖国边陲奉献青
春。

“卓嘎、央宗一家在以前极其艰苦
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甘愿牺牲自
己的幸福，守护好了国土。她们得到
的荣誉实至名归。”玉麦乡党支部书记
达娃说，“我们全乡干部将一起传承好
忠诚奉献精神，发扬苦干实干的优良
传统，带领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阿里地区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
高寒缺氧。噶尔县扎西岗乡党委书记

杨爱民，留在阿里一待就是 20 多年。
“卓嘎、央宗一家是我学习的榜样，我
将以此激励自己，尽全力做好本职工
作。”杨爱民说，“乡里虽然条件艰苦，
但在上级部门指导关心下，近几年乡
里发展很快，我们有信心将这里建设
得更好。”

连日来，在西藏雅鲁藏布江堰塞
湖险情救援现场，林芝市森林消防支
队救援人员奋战在一线，全力保障群
众生活。“我们从新闻上了解了卓嘎、
央宗一家几十年如一日守边固土的感
人事迹，队里很多人都在议论。”林芝
市森林消防支队政委徐先海说，“她们
无私奉献的事迹让人震撼，激励着我
们在抢险救灾中充分发扬‘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尽全力保障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贵州省凯里学院学生会主席张建
明 2016 年自愿进藏工作，坚守在平均
海 拔 超 过 4700 米 的 那 曲 市 班 戈 县 。

“卓嘎、央宗姐妹俩的事迹坚定了我扎
根西藏的决心。”张建明说，“在党的关
怀下，班戈县近年来实现了供氧、供
暖，生活工作环境大为改善。我们一
定继续发扬‘老西藏精神’，艰苦奋斗，
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奉献青春。”

林芝市米林县公安局组织党委班
子、各党支部和全体民警学习了卓嘎、
央宗一家爱国守边的感人事迹，每个
民警还写了心得体会。“我们将传承和
发扬好爱国守边精神，做神圣国土的
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让人民群
众享受平安快乐的幸福生活。”米林县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尼玛说。

（新华社拉萨 10 月 21 日电）

坚守在祖国边陲奉献青春
——卓嘎、央宗一家三代人爱国守边先进事迹引发社会强烈反响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21 日 电 （记
者 林晖）2019 年度“国考”报名即将
开始。记者 21 日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
到，考录工作突出政治标准，对政治上
不合格的，坚决实行“一票否决”。

国家公务员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考
录工作将在坚持好干部标准的基础上，
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贯 穿 招 考 职
位条件设置、资格审查、考试、考察等
环 节 ，切 实 把 牢 固 树 立“ 四 个 意 识 ”、
坚 定“ 四 个 自 信 ”、忠 诚 干 净 担 当、有
理 想 抱 负 和 家 国 情 怀 的 优 秀 人 才 选
拔出来。

据了解，招录机关在考察过程中，
将采取多种形式，全面了解考生的思
想、学习、工作、作风表现以及需要回避
的情况等，重点了解政治表现和政治倾
向，并对档案进行严格审核，重点审核
年龄、工龄、党龄、学历、工作经历等内
容，严把选人政治关、品行关、廉洁关、

能力关。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实行
“一票否决”。

为 维 护 公 平 公 正 ，2019 年 度“ 国
考”将建立健全公务员录用考试诚信档
案，对公示或备案后放弃录用资格的人
员采取一定约束措施。进一步加强与
网信、教育、公安、无线电管理等部门的
合作，加大防作弊技术和手段应用，严
厉打击助考作弊集团和培训机构涉考
犯罪行为，严肃考风考纪，营造风清气
正的考试环境。

国家公务员局声明，本次考试不指
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
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目前社会
上出现的假借公务员考试命题组、考试
教材编委会、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授权
等名义举办的有关公务员考试辅导班、
辅导网站或发行的出版物等，均与本次
考试无关，敬请广大报考者提高警惕，
切勿上当受骗。

2019年度“国考”
政治上不合格的“一票否决”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20 日 电 （记
者 叶昊鸣）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
会 20 日发布的《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发展报告（2018）》显示，养老服
务体系作为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民生
工程，要进一步明确“家庭”“社区”“机
构”在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的需求中所
应发挥的作用和地位。

“要把支持和巩固家庭在养老中的
基础作用作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主
攻方向。”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
促进司副司长黄胜伟在会上表示，需要
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做法，采取家庭补
贴、税收减免、照料假期、居家养老咨询
服务、适老化改造措施等，减轻家庭成
员照料赡养老人的负担，补充和强化家
庭养老功能。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在会上
表示，除了制定和实施支持家庭养老的
社会政策，还需要对社区资源进行整合

与融合发展，社区内的各类行政事业、
商业、物业、家政资源和社区内的各种
人群都可以用来做养老服务。

黄胜伟认为，满足老人养老服务的
需求也要加强养老机构建设，进一步
明确养老机构主要面向失能失智老年
人提供长期照顾服务的基本定位，满
足老年人的刚性养老服务需求，发挥
养老机构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支
撑作用。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会长
刘维林表示，人口老龄化是始终贯穿我
国 21 世纪的基本国情，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是我国一项长期发展战略。此
次发布的发展报告立足当前人口老龄
化实际，对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些
基本问题、重点问题、热点问题提出了
对策建议，旨在让全社会了解我国人口
老龄化的真实状况，有助于政府科学决
策、养老组织掌握市场。

“家庭”“社区”“机构”三位一体
满足我国老年人养老服务

新 华 社 南 京 10 月 21 日 电 （记
者 齐中熙）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何华武
院士 21 日表示，近年来，我国已成为世
界上隧道盾构技术应用最多的国家。
我国的盾构技术正朝着大断面、长距
离、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方向发展。

何华武 21 日在此间召开的“长江
中下游大盾构技术峰会”上表示，改革
开放 40 年，是我国盾构隧道技术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快速发展的
40 年。从山岭到城市，从陆上到水下，
从过江河到穿江越洋，我国广大科技工
作者及相关企业已经全面掌握了复杂
地质、气候条件下隧道及地下工程成套

建造技术与经验，特别是水下盾构隧道
设计、装备制造、安全建造等领域达到
了世界领先水平。

何华武说，长江中下游由于江面
宽，地质情况复杂，虽然已经积累的大
量成功和丰富的跨江大桥建造经验，但
相较跨江大桥，隧道过江在通航安全、
水域资源利用、岸线资源保护、不受天
气干扰、利于交通安全等方面具有显著
优势。

此次大盾构技术峰会由中国工程
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指导，江
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中铁十四局集
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主、承办。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
隧道盾构技术应用最多国家

10 月 21 日，市民在
沈阳农业大学的“银杏
路”上游览。近日，沈阳
农业大学内的银杏树进
入最佳观赏期，长达一
千余米的金色“银杏路”
吸引了许多市民前去游
览，拍照。
新华社记者 龙雷 摄

金秋银杏
引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