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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是我家 文明靠大家

■ 王江 记者 罗曦 文/图

“她力量”树新风貌 扮靓社区文明底色

“红灯停，绿灯行，讲秩序，守规章。乱搭乱建一扫光，城乡联动齐发展，硅谷产业走四方……”这段朗朗
上口的快板，出自五通桥区竹根镇黄桷井社区居民和社区“两委”干部之手。

“我们希望把创文宣传做得更接地气，就想到编写一段快板。”10月30日，黄桷井社区党委书记张燕平笑
着告诉记者，“此举得到了社区居民的大力支持，大家群策群力编写了这段快板，由我和另外一位女性居民给
大家表演。目前已经表演了两场，宣传效果还不错。”

在黄桷井社区，不论是创文工作，还是提升辖区居住环境，又或是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处处都有女性
挑重担的影子。作为一个班子成员全是女性的社区，黄桷井社区积极发挥“她力量”，引领广大妇女及家庭争
做文明践行者、传播者、先行者，让巾帼力量点亮城市文明之光。

“黄桷井社区面积 1.2 平方公
里，有户籍人口6200余人，常住人
口4800余人。辖区建筑多为老式
平房，是竹根镇唯一一个全是老旧
小区且无一家物业公司入驻的社
区。”张燕平告诉记者，“居民多为川
盐化厂退休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
大部分是中老年人。”

如何让老社区焕发新春，提升居
民文化素养，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
感？黄桷井社区充分发挥“她力量”，
利用社区网格员和女性志愿者“情况
熟、威望高、人缘好、懂政策、善解说”

的优势，在社区广泛宣传环境治理的
重要意义，普及绿色环保理念，倡导
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动员和引导身
边群众共同投身到环境整治中来。
同时，社区还组建了居民议事会，开
展“有事来协商”活动，社区班子成员
在黄桷树下和居民围坐在一起，倾听
民意诉求，为群众办实事。

政府工作人员、社区干部、网格
员等在黄桷井社区召开工作会、议事
会，收集居民意见建议；开展“五清”
行动，在社区张贴“小区环境卫生治
理倡议书”；召开“说事问廉”坝坝会

……一场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拉
近了干群关系，增强了社区的群众组
织力和社会号召力，也让居民乐于参
加社区各项工作。

10月30日上午，记者来到黄桷
井社区健身场地时，刚好看到居民张
均秀正在自发清扫卫生。“我在黄桷
井社区住了8年了，好的生活环境要
珍惜，所以我和隔壁的一位婆婆买来
扫把，自发帮忙清扫社区的健身场
地。”张均秀告诉记者，“我俩分工明
确，一人扫一半场地，一会儿就扫干
净了，干干净净的环境看着多舒服！”

“她力量”搭起连心桥 居民主动向善而行

“秦国蜀太守李冰在五通桥凿出
第一口盐井，距今已有2200多年历
史了……”在黄桷井社区川盐化厂旧
址上，20多名孩子围在川盐化厂退
休职工任锡森老人身边，津津有味地
听这位80多岁的老年宣讲队成员讲
述五通桥“有盐有味”的历史。

为满足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工作，
黄桷井社区梳理了辖区人员构成情
况，以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建设，建立
了党员带头、巾帼参与、老人支援、
功能多样、服务精细的志愿服务体

系，吸引更多人积极参与基层治理
工作。社区邀请辖区退休党员、人
民教师、保洁员组建了老年宣讲
队。他们结合工作实际、五通桥的
人文历史，通过“爷爷奶奶一堂课”
的德育宣讲活动，提升居民的自豪
感、荣誉感。

2021年，社区对服务阵地进行
了提档升级，重新装修了办公场地，
进行了合理功能分区，有妇女儿童
之家、社区书屋、调解室等，让居民
不仅可以来社区居委会办事，还能
在这里休息、娱乐，参加各种志愿服

务活动。
社区还帮助辖区热爱跳舞的老

人成立了彩虹艺术团，目前有成员
18名，每周都会有社区邀请的专业
教师为大家上课，教大家唱歌跳
舞。而成员们也积极发挥“她力
量”，将创文知识融入到艺术表演
中，在社区各种创文宣传活动中大
放异彩。

激扬巾帼之志、凝聚巾帼之力，
黄桷井社区用活“她力量”，以丰富
群众精神文明为抓手，用巾帼风采
为创文工作添上了一抹靓丽色彩。

“她力量”牵手每个人 提升社区文明素养

社区活动室干净明亮社区活动室干净明亮

本报讯（叶启云 记者 黄曦 文/
图）“目前我们家5000多公斤地瓜已
经全部售完，总收入2万多元。非常
感谢镇村干部，不仅来我家帮忙采收
地瓜，还主动联系销路，不然这些地瓜
就烂在地里了！”10月28日，在沙湾区
牛石镇喻坝村三组，面对再次前来家
中了解生产生活情况的镇村干部，村
民许淑容指着家外采收一空的地瓜
地，回想着镇党委政府、村“两委”工作
人员帮助她家采收和销售地瓜的事，
感激地说。

年逾七旬的许淑容，和儿子、患
病的儿媳及正在上学的孙子生活在
一起。一家人十分勤劳，每年除种
粮、种菜自给自足外，还要种植地瓜
等经济作物补贴家用。今年，许淑容
一家种植了 4 亩多的地瓜，长势喜
人。

可是天有不测风雨。就在地瓜进
入采收季时，许淑容的儿子却因病去
世。家中的主要劳动力丧失，导致地

瓜不能及时采收，加之缺少销路，难以
出售，这可愁坏了许淑容一家。在得
知许淑容家的困难后，牛石镇党委政
府随即召开会议，落实专人负责进行
帮助。

针对地瓜缺少销售渠道的问题，
镇党委政府会同相关部门，主动协调
市内新闻媒体及有关单位的微信平台
推送地瓜销售信息，并积极对接区内
多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食堂，鼓励大
家向困难群众献爱心，帮助地瓜找到
了销路；针对地瓜采收难问题，镇党委
会同喻坝村党支部，将镇机关党员干
部及喻坝村的村组干部、邻近村民等
组成服务队，一同前往许淑容家的菜
地采收地瓜。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不足10天，许淑容家的地瓜就采收、
销售一空。

牛石镇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以来，镇党委政府针对部分群众在
茶叶、蔬菜、水果等方面面临的人力不
足采收难、渠道不畅销售难等实际问

题，通过发布用工信息及协调用工、发
动党员干部开展志愿服务和多渠道拓
展农产品销路等办法，帮助1000多户

农户采收、销售茶叶5万余公斤、水果
3万余公斤、蔬菜1万余公斤，促进广
大群众增收致富。

群众销售地瓜难 党员干部来帮忙 本报讯（记者 严俊铭）“谢谢你们
的帮助，没想到临床用血费用跨省也可
减免，并且通过手机就能申请，实在是太
方便了！”10月28日上午，我市首例全
国无偿献血者临床用血费用跨省异地减
免成功办理，26岁的市民张女士拉着市
中心血站工作人员的手表达感谢。

记者了解到，2016 年—2019 年，
在湖北读大学的张女士多次参加学校
组织的无偿献血活动，毕业后回到乐
山工作。近日，张女士因病在乐山市
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期间用血 600 毫
升。“在湖北无偿献血，回到乐山是否
能享受到优惠政策？”带着疑问，张女
士通过电话咨询市中心血站，得到肯
定答复。

据市中心血站相关负责人介绍，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中央军
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于今年9月联合
印发《关于做好全国无偿献血者临床
用血费用跨省异地减免工作的通知》，
省卫健委、市卫健委作出相应工作部
署。10月24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
（微信小程序端）血费跨省减免板块上
线试运行，张女士由此成为我市首位

享受临床用血费用跨省异地减免的无
偿献血者。

10月28日上午，在市中区卫健局
相关经办人员陪同下，张女士来到市
中心血站办理临床用血费用跨省减免
业务。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一边与张
女士献血所在地采供血机构——湖北
省恩施州中心血站通过电话取得联
系，一边指导张女士通过微信小程序

“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系统，选择异
地用血减免，按照操作提示和恩施州
中心血站要求，上传献血证、用血发
票、身份证等相关资料照片，成功办理
血费减免。

温馨提示

在乐山市行政区域内就医的无偿
献血者及其亲属，跨省临床用血费用减
免，除在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微信小
程序端）申请办理外，同时还需要到就
医医院所在地或者居住所在地的县
（市、区）卫健局办理相关退办手续。

无偿献血者临床用血费用跨省异
地减免咨询电话：乐山市中心血站业务
科：0833—5188116。

我市办理首例无偿献血者
临床用血费用跨省异地减免

本报讯（刘书杰 记者 宋雪）11月
1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郭捷前往
井研县宣讲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
并调研白井干渠项目和川渝1000千伏
特高压交流变电站（天府南部站）项目。

郭捷先后前往井研县纯复镇跃进
村、镇阳镇两河村宣讲省委十二届六次
全会精神，并调研白井干渠项目建设情
况和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变电站
（天府南部站）项目推进情况。项目现
场，郭捷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
了解工程进展、安全保障、质量控制等
情况，并就加快施工进度、确保工程质
量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

郭捷强调，学习贯彻好省委十二届
六次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井研县要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
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社会创新活力。
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全力拼
项目、抓生产、促消费，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加快推进现有项目建设，加强对重
大项目的跟踪督查，确保按时按质完成
目标任务。要聚焦重大基础设施、产业
项目和社会民生工程，强化项目调度和
服务保障，特别是要加快推进交通、能
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强科技创新，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动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走好
绿色发展之路，坚定不移推动井研县高
质量发展，确保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
神在井研县落地落实、开花结果。

市领导赴井研县宣讲
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

■ 税艳丽 记者 吴薇

作为一名电网变电检修技术员，
他身着蓝色工装、头戴安全帽，29年
穿梭于错综复杂的变电站和线路间，
用自己的默默付出点亮万家灯火，成
为群众心里的“电先锋”。他就是
2024年乐山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乐山电力犍为公司检修中心运检管理
专责曾桥。

坚强电网的普通一兵
近日，记者见到曾桥时，他正在

110千伏岷东变电站综合自动化改造
工程施工现场。他和同事们正忙着抢
抓秋季用电负荷不大的窗口期，赶工
程、抢进度，备战电网迎峰度冬。“110
千伏岷东变电站承担着犍为县舞雩
镇、定文镇、罗城镇、寿保镇、玉屏镇的
供电任务。为了最大程度减少电网检
修作业给用户带来的用电不便，我们
施工都采用分段施工、负荷转接的方
式。”作为电网变电检修的技术负责
人，曾桥身上的担子不轻。在他的带

领下，班组一边抓施工，一边还要完成
日常设备巡视、检修等工作。

十几年来，曾桥先后负责或参与
了岷东、孝姑、城南110千伏变电站新
建工程，罗城、龙孔、定文、清溪35千伏
变电站增容技改工程，向坪、岷东110
千伏变电站综合自动化改造工程。这
些浸透着曾桥等全体电力人汗水与期
盼的民生工程，实现了犍为县14座变
电站全部保护微机化、值班无人化，提
升了电网调度自动化水平，极大提高
了电网安全性和供电可靠性，犍为电
网结构也更加合理与健康。

抢修保供的中流砥柱
日常工作中，一旦出现故障停电，

曾桥总是带队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全
力抢修，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正
常供电。

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天气，犍为电
网负荷急剧攀升。8月5日22时许，
曾桥和变电检修队员们在对35千伏
玉津变电站进行夜间高温特巡时，发
现1号主变5011刀闸A相母线侧联

接点过热至140℃，随时有故障停电
的风险。由于高温持续，为最大程度
减小全站停电对犍为城区居民生活的
影响，他决定凌晨实施不扰民的“零点
检修”。

8月 6日凌晨 2时许，在 35千伏
玉津变电站内，曾桥和变电检修班师
傅挑灯夜战，进行紧急抢修工作。他
们穿梭在电力设备区，每一道工序都
严格按流程和安规操作，确保检修的
安全质量。凌晨时分的天气依然闷
热，汗水顺着他们的额头划过眼睛和
鼻尖，嗡嗡叫的飞虫绕着他们飞来飞
去，如雨的汗水早把衣服湿透，他们
始终聚精会神地重复着打磨、擦拭和
试验操作。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奋战，
最终于4时30分恢复供电。

整个夏天，曾桥和变电检修班的
队员们坚守在各个变电站，进行巡视
巡检，一天下来，工作服能拧出半斤汗

水，皮肤也通红干燥。为此，他总笑着
说，只要能保障电网安全运行，这些苦
和累不算什么。

徒弟眼中的严师益友
独木不成林，单弦不成音。29年

来，曾桥坚持“传帮带”，培养出一批又
一批的徒弟。他对徒弟们总是严格要
求，坚持把演练场当成实战场，倾注心
血把工作经验毫不保留地传授。

今年2月底，在公司举办的班组
微讲堂上，曾桥获得最佳讲师的荣誉，
这只是他平时对徒弟们孜孜教诲的缩
影。通过曾桥的不懈努力，越来越多
的青年队员成长为检修专业技术骨
干，为犍为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
献着青春力量。

曾桥以朴实的言行、平常的心境，
保电网平安、护万家灯火，奏响了电力
人平常而不凡的乐章。

曾桥：守护光明“电先锋”

强国复兴有我

党员干部帮忙采收地瓜党员干部帮忙采收地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