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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郊区电网“病秧子”速成“壮汉子”

“电网坚强了，这个冬季，我们不会那么
紧张了！”昨日，站在祠堂开闭所前，信阳供
电公司郊区农电平桥部主任翁杰轻松地说。

翁杰一直工作在信阳郊区农电，目睹了
郊区农村电网由“体弱多病”的“病秧子”嬗
变为“壮汉子”，也亲历了电能给他和客户带
来的酸甜苦辣。

尴尬身份造成“营养不良”

“因为体制所限， 原来郊区农村电网既
不属于城市电网， 也不属于县域农村电网，

造成投资主体不顺。” 信阳供电公司发展策
划部主任马士新说。

正因为这个原因， 从
2001

年到
2009

年，

省电力公司在下拨电网改造资金中，很少安
排郊区农村电网建设改造工程。

10

年间，各
方累计投入不足

3

亿元， 对于
3250

平方千米
的郊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远不如县域
电网的投入，形成“灯下黑”。

信阳郊区农村蕴藏着丰富的经济发展
资源：河区河港镇、董家河乡、谭家河乡
等几个山区乡镇是茶乡， 盛产信阳毛尖。上
天梯管理区的非金属矿藏“亚洲第一”，世界
第二。这些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引擎。随着经
济的发展， 郊区农村用电需求越来越大，进
而形成了局部区域低电压，局部电网卡脖子
状况。

信阳炒茶用电属于典型的季节性用电。

随着电动炒茶机械的大量使用，炒茶用电负
荷是平时的

4

倍至
5

倍。平时茶乡用电绰绰有
余，但等到炒茶时就捉襟见肘。每年

4

月至
5

月份是信阳毛尖生产季节，茶乡的低电压就
严重了。

上天梯管理区在
2001

年前还是由一条
10

千伏出线供电。线路长达
17

千米、线径只
有
95

平方毫米， 抵抗灾害天气的能力不足。

“一条线就像一串糖葫芦，遇到刮风下雨，一
停就是一大片。”

位处郊区北部的几个乡镇，由于电子变
电站布点少、供电半径长等原因造成低电压
严重。

35

千伏长台变电站始建于
1988

年，担负
着平桥区彭家湾乡、长台关乡和甘岸镇的供
电任务。随着负荷的增加，变电站也经过多
次增容。两台主变压器容量已增至

6300

千伏
安和

4000

千伏安，但夏天的负荷需求最高达
到
16000

千瓦。

“一到冬夏两季和恶劣天气， 我们就提
心吊胆。”翁杰说。

“断骨增高”拉大“骨架”

“

2010

年后，投资渠道畅通了，郊区农电
的投入越来越大。”翁杰颇为欣慰地说。

仅
2012

年，信阳郊区
35

千伏及以下配电
网投资

3970

万元，

2013

年投资
4774

万元，

2014

年投资
11885

万元，

2015

年还将新建
110

千伏变电站
2

座，新建
35

千伏变电站
4

座。

“原来老说低电压， 多数原因还是变电
站布点少，

10

千伏线路供电半径长， 造成低
电压的范围大，只改造低压起不到明显的效
果。” 翁杰说。 信阳供电公司从网架结构着
手，解决卡脖子问题。

信阳毛尖的主产地在信阳南部的山区
中， 但这里一直没有大的电源点支撑。

2013

年投运的
220

千伏叶桥变电站的投运弥补了
这一缺憾。 该变电站投运后将

110

千伏滨湖
变电站、

110

千伏茶都变电站、

110

千伏宝石
桥变电站连成一片，为几个茶乡用电提供强
劲的电源支撑。

针对平桥区北部
35

千伏和
10

千伏网架
薄弱的问题， 信阳供电公司下大力气整治
“卡脖子”问题。

结合国家重点工程出山店水库的建设
和移民迁建，信阳供电公司配合做好水库建
设的

35

千伏变电站电源供给，对水库水淹区
涉及的游河、平昌、吴家店、甘岸四个乡镇的
电力设施迁移和改造，涉及

10

千伏线路
15

条
31.91

千米。

针对洋
8

线繁重的供电任务，

2014

年
5

月
8

日， 信阳供电公司在羊山新区投运了祠堂
开闭所，送出三路电源，将洋

8

线末端
60%

的
负荷转移至

220

千伏茗阳变电站接带，将洋
8

线的供电半径缩短到
10

千米。这个开闭所的
投运，不仅大大缓解

35

千伏洋河变电站的供
电压力，改变了洋河镇附近区域电压长期偏
低的局面，而且更好地满足周边企业的用电
需求。信阳十大名片之一的信阳国际家居小
镇正坐落在这里，这个开闭所以双电源的形
式对其供电，提供充足的电力保障。

信阳供电公司采取“点穴”式的办法，

在北部乡镇负荷中心建设和改造
35

千伏变
电站，对低电压的治理立竿见影。其中，长
台变电站两台主变压器都增容至

10000

千
伏安， 可满足该区域

10

年内的负荷增长需
求。 这些变电站需要有一个更高电压等级
的变电站作为电源点， 同时考虑到信阳国

际家居小镇建成后，用电需求更大，信阳供
电公司在洋河镇境内新建一座

110

千伏花
园变电站， 彻底解决洋河镇和家居小镇的
用电问题。

分类“增肥”丰满“肌肉”

网架坚强了，信阳供电公司又着力治理
低电压，丰满“肌肉”。

技术人员利用国网
GIS

地理信息系统，

以村为单位，在卫星地图上精准标注低压台
区，分截图、绘图、录图、分析、制定措施

5

个
步骤，全面摸底低压线路及负荷情况，按照
轻重缓急改造，缺啥“营养”补啥“营养”，让
低压配网的“肌体”快速“壮”起来。

“原来是头疼医头， 现在是系统解决问
题。工作思路变了。”马士新说。

信阳供电公司创造性地采用
35

千伏小
型化台区变电站、小容量单相变压器和小容
量三相变压器，在有限的资金规模下，增加
35

千伏变电站和
10

千伏变压器布点，建设
35

千伏简易化变电站降低
10

千伏供电半径，采
用小容量单相变和三相变密布点， 缩短

400

伏供电半径，解决“三低”难题。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电下乡
的实施， 家用电器大量进入寻常百姓家。信
阳郊区的群众原来以柴薪做饭，现在基本以
电代替，呈现“不见炊烟起，但闻饭菜香”的
局面； 信阳外出务工人员春节返乡人员多，

许多原因造成信阳负荷峰谷差比较大，且负
荷早晚高峰出现在午饭和夜晚灯峰时段。为
解决这一问题，信阳供电公司在“尖峰”过高
的区域配置高过载变压器。这种变压器可以
在

1.5

倍额定负荷持续运行时间
3

小时，

1.75

倍额定负荷持续运行时间
1.5

小时，

2

倍额定
负荷持续运行时间

1

小时， 很经济地解决了
短时超负荷问题。

经过全方位的努力，信阳郊区电网由原
来的“病秧子”变成“壮汉子”，为郊区经济的
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力量。

张琴秋：党的干部什么时候都要实事求是

（上接
01

版） 张琴秋任彭（湃）杨
（殷）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为
培养军政干部， 她倾注全部心血。

从制定教育方针、教学计划到具体
施教的各个环节， 她都亲自参加，

并身体力行。她亲自给学员讲授马
列主义理论课， 讲时事政策课，教
唱革命歌曲。 在军事训练课中，她
深入操场和学员一起修工事，练射
击，摸爬滚打。

在新集，她热心做群众工作。

每天早上军号一响， 张琴秋总是
第一个来到操场，腰束皮带，斜挂
短枪，英姿勃勃。张琴秋以非常标
准的军人姿态和响亮的口令使大
家感到惊叹。几乎每天下午，她都
挤出时间到大操场教群众唱革命
歌曲，教青年跳集体舞，教儿童做
游戏———传送鸡毛信、 放哨查路
条。 节假日还组织学员参加代耕
队，帮助军烈属生产劳动。

1932

年
10

月， 鄂豫皖苏区第
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
主力战略转移。 沈泽民要求留下
来坚持斗争。 他说

:

“我是苏区的
省委书记，我的岗位在苏区，我不
能离开我的岗位。”此时已担任七
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随大
部队转移。由于当时条件恶劣，沈
泽民肺病复发， 于

1933

年
11

月病
逝于大别山。

1932

年
12

月
9

日，部队到达秦
岭南麓的小河口。张琴秋与朱光等
人来到曾中生的住处，大家谈了对
张国焘的不满，并推举曾中生执笔
给党中央写信，反映红四方面军广
大指战员的意见。次日，在小河口
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大家对
张国焘的错误指挥、家长作风提出
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张国焘在会上
耍了两面派手法：一方面表示接受
批评，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委任
曾中生任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

另一方面， 极力为自己的错误辩
解，强调过京汉路以后，部队天天
行军、打仗，没有时间开会给大家
讲清楚行动方针。

到达川陕边区后， 红四方面
军重建根据地， 张琴秋任方面军
总政治部主任。 她反对过张国焘
的错误，遭受打击报复，被调任总
医院政治部主任。

1935

年初，红军
在川东北建立了历史上建制最大
的妇女部队———四方面军妇女独
立师，由她任师长。长征途中，张
琴秋改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

1936

年
10

月， 红四方面军一
部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 进入甘
肃河西走廊。由于敌众我寡，西路
军虽英勇杀敌， 但仍难以摆脱失
败的命运。 时任西路军组织部部
长的张琴秋在战友的掩护下，暂
时躲过了劫难， 被押送到西宁羊
毛厂做苦工。 但不久， 因叛徒告
密，张琴秋的身份暴露了。

1937

年
8

月，张琴秋被押解到
南京，关在“首都反省院”。不久，

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与敌人交
涉， 将张琴秋等一大批干部营救
出狱。

回延安后， 张琴秋担任抗日
军政大学女生大队队长、 女子大
学教育长。解放战争期间，张琴秋
在中央妇委长期担任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 张琴秋长期
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1958

年，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地
区的纺织厂出现了片面强调产
量，生产质量大大下降，消耗成倍
增加，各种事故不断出现，企业管
理十分混乱的现象。 针对这些问
题，

1958

年、

1959

年， 纺织工业部
责成张琴秋先后在青岛、 西安主
持召开了两个全国性的会议，否
定了那种只要“多快”，不尊重科
学的做法。当时，反右倾的浪潮已
在全国掀起， 一些好心人在会下
悄悄地劝她说

:

“张副部长， 过得
去就算了吧！ 这些事又不只是我
们一个部里有， 你没看现时的形
势， 你这样做不怕别人反你的右
倾吗？”张琴秋严肃地说

:

“我理解
同志们的好意，但我不能不讲，因
为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 什么时
候都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要对
党和人民负责。”

张琴秋从不以领导自居。

1953

年， 她率领纺织工业代表团
去苏联访问， 翻译人员不够，她
就主动给随她出访的工程技术
人员当翻译。

1960

年， 张琴秋到
上海国棉二厂蹲点，时值国家经
济困难时期，厂方考虑到她的身
体和工作，把她安排到生活上有
所照顾的高级宾馆住宿。她坚决
谢绝了，搬回厂里和大家住在一
起，同喝一样的开水，同啃一样
的糠窝窝头。

有一次， 张琴秋听毛泽东作
报告。当毛泽东讲到“有些人‘夜郎
自大、好大喜功’”时，张琴秋就顺
手把这八个字写在自己笔记本扉
页毛泽东像的上边。没想到“文化
大革命”期间，张琴秋因此被定为
“反党分子”。张琴秋受到诬陷和迫
害，于

1968

年
4

月愤然以死抗争。

1979

年
4

月，中共中央正式为
张琴秋平反昭雪。

1979

年
6

月
23

日，张琴秋追悼大会隆重举行。胡
耀邦、 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参加了追悼会， 徐向前主持追悼
会。 悼词给予张琴秋以很高的评
价

:

“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
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她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忘我
地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
自己的一切。 她的一生是革命的
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一生。”

（孙伟刘光峰整理）

权力运行 公开透明

（上接
01

版） 高文明介绍说，“各县区依据
《党章》及党委工作规程，对县区委书记职权
进行归类梳理， 界定县区委书记职权

12

项
并编制清单，针对重点职权绘制出权力运行
流程图

70

多种。 市直单位清理界定‘一把
手’职权

6

项至
29

项，编制‘一把手’权力运
行流程图平均

20

余个。同时，各县区和相关
市直单位将职权目录、 流程图在县区党建
网、部门门户网上进行公开，接受党员群众
和社会监督。如潢川县取消了县委书记重大
项目、重大工程的签字权；息县明确县委书
记不直接分管财务、工程建设、物资采购；平
桥区成立由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和纪委、财
政、 审计等部门组成的财经工作领导小组，

把关财政专项资金支出。这些积极的探索和
尝试，使县区和相关市直单位党政‘一把手’

权力的运用更加透明、规范。 ”

“厘清和规范了权力清单后， 还需要相
应的制度防范‘一把手’的廉政风险。 ”高文
明说，“各县区将县区委书记行使重大决策
权、干部任免权、调控监督权过程中容易发
生问题的环节作为廉政风险点，并对高风险
点制定具体的防范措施。 如罗山县出台了
《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咨询专家论证制度》、

《群众听证咨询制度》、《乡科级党政正职和

重要岗位领导干部调整县委全委会票决制
度》；商城县、河区、光山县分别出台《“一
代表三委员” 询问制度》、《监督员旁听制
度》；市财政局大力推进部门预算公开等。这
些制度建设，让‘一把手’行使权力更加公开
透明，为防控‘一把手’廉政风险提供了重要
保障。 ”

“规范‘一把手’权力的运用，监督体系
的建设是关键。 ”高文明说，“各县区和市直
单位根据自身实际， 完善相应的监督体系，

自觉接受百姓的监督，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

行。 像商城等县区大胆开展廉洁性评估，在
对风险点事项作出决定前，由县区委书记协
调采取职能部门论证、评审会评审等方式进
行廉洁性评估， 然后召开决策会进行决策。

市民政局、市公安局等单位‘一把手’走进信
阳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室，与广大听众零距离
交流，接受群众现场询问和监督。 ”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 秉公用权才
能赢得人心。 只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
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才能团结
干部队伍， 才会赢得百姓的支持与拥护，才
会使我市在‘四个河南’建设中更加出彩。 ”

高文明说。

构建信阳便捷的物流通道

（上接
01

版）又如信阳市域内高速公路
出口、铁路场站、机场之间无缝对接等，

进一步提升信阳在全国、全省大交通格
局中的地位。具体到家居小镇，市委、市
政府提出要建设小镇与三个高速出口、

小镇与铁路货运场站相连的便捷通道。

届时，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体系及局部
多重合理衔接的物流配套设施，将为未
来数千亿规模的原材料和家居产品进
出小镇提供全天候、零障碍、高质量、低

成本的可靠服务。

“善谋者胜，远谋者兴。”随着信阳
国际家居产业小镇的顺利开园， 在科
学规划的引领下， 她必将一步一个脚
印， 发展成为一个以现代家居为产业
支撑的宜居宜业、 宜创宜游的城市新
城区， 为信阳经济社会发展装上新的
强劲引擎。

淮滨县三大产业结出新硕果

本报讯（韩浩吴晓睿）五粮液集团
入股河南五谷春酒业、 投资

20

亿元的河南
闽商食品工业园装机试产、 投资

20

亿元的
苏商纺织园建成投产、 淮河造船公司获批
为济南军区船舶维修中心……

2014

年
12

月
30

日，笔者到淮滨采访，一系列振奋人心的
消息让人感受到该县产业集聚发展的强大
活力。

淮滨县因濒临淮河而得名， 因防汛抗
洪而设县， 因洪水频发而受穷。 建县

62

年
间，共发生大小洪涝灾害

57

次。特殊的地理
位置和自然环境， 让淮滨县长期陷入经济
规模小、工业化水平低、综合实力全省垫底
的困局。

“工业发展是淮滨全面发展不可逾越
的历史阶段，大力发展工业，培育和壮大产
业集聚区是实现淮滨跨越发展的必由之
路。”淮滨用这样的理念统一了全县干群的
思想。

以提升产业集群发展水平和质量为主
线，以建设知名品牌集聚区为目标，该县产
业集聚区和造船园区完成了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从散到集的嬗变，纺织服装、食品加
工、船舶制造三大产业迅速崛起，为该县跨
越发展增添了强劲引擎。

产业集聚区位于县城东北部，规划面积
15

平方公里。“七横六纵” 路网四通八达，现
代化厂房拔地而起；

30

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

内机声隆隆；

18

万平方米综合服务区内超
市、住宿、餐饮、休闲、医疗设施齐全……

筑巢方能引凤，载体建设让该县成为承
载产业转移的“沃土”。随着万和纺织、川大
纺织、浙商纺织、苏商纺织、裕盛体育、金诺
服饰、君子林服饰、香港森仕服饰等东南沿
海服装企业落地投产，该县纺织服装产业集
群逐渐形成。目前，该县产业集聚区内规模
以上纺织服装企业

20

家， 拥有化纺织机
13000

台套，占全国化纺行业的
1/20

，位居我
省第一位。

依托中国弱筋小麦第一县的优势，该县
在对传统酿酒产业规模化升级改造基础上，

强力延伸弱筋小麦食品加工产业链条，培育

壮大了河南五谷春酒业和金豫南粉业、富贵
食品、华英肉鸡、麦得隆食品等

31

家食品加
工类企业，以弱筋小麦资源综合利用为主的
食品产业集群快速崛起。

造船业是该县传统优势产业， 也是省
“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点支持的装备制造业。

目前，一个沿淮
5

公里，拥有船舶和配套产品
生产企业

37

家，船舶年生产能力
500

艘，产值
30

亿元以上的沿淮造船带初具规模，成为我
省最大的造船特色产业集聚区。

三大产业犹如三驾马车驱动着该县经
济快速奔跑，使该县综合经济实力由“十一
五” 末期的全省倒数第一上升到全省第

66

位，上升了
42

个位次。

首届息州人书画艺术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肖东）“日月
光华歌盛世，翰墨丹青迎新年。”

1

月
1

日，首届息州人书画艺术展览
在信阳博物馆举办。

息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自
公元前

1122

年周武王分封赐土，

羽达建息国至今，已
3000

多年。濮
山拱翠， 淮水滋润， 人文环境优
越，文化底蕴深厚。

此次展品的作者： 有已故的
老艺术家； 有耄耋之年的书画爱
好者；有国家、省、市、县书协、美
协会员；还有在校学习的小学生。

大家积极投稿，踊跃参与，在息州
大地掀起了赏书画、 学艺术的热
潮。征集的作品有书法、国画、油
画、烙画、篆刻、剪纸等，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见证了息州人书画
艺术的繁荣与复兴。 展出的书画
作品及民间艺术作品

200

余幅，立
意新颖，是息县书画家、艺术爱好
者创作的一次精彩展示。 其中书
法作品或以魏晋而书， 或以唐楷
畅怀；或笔走龙蛇，行云流水；或
挥洒泼墨，气势磅礴。美术作品或
以皴擦写意；或以工笔白描；或彩
绘丹青舒以心画；或色染蕴宣，钩
以情怀。

此次展览代表了当今息州人
书画艺术界的水平与实力， 在深
入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体现了息
州人的性情与风格，无不精妙，令
人赞叹。

“河南省第十二届美展作品”汇报展

暨“迎新春·话幸福”摄影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肖东）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落实“深
入基层，扎根人民”工作部署，让全
市人民过一个祥和、文明的元旦佳
节， 市文联、 河区委宣传部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5

年
1

月
7

日，

在金牛文化公园何家安美术馆，举
办“河南省第十二届美展作品”汇
报展暨“迎新春·话幸福”摄影展。

本次展出的美术作品， 是我
市入展河南省第十二届美展的作

品，代表我市美术界的最高水平。

在此次五年一届的河南省第十二
届美展上， 我市共获得一等奖两
个，二等奖三个，三等奖四个，位
列全省前列。

本次展出的
66

幅摄影作品，

是由市摄影家协会从我市摄影艺
术家深入生活、 扎根基层活动期
间拍摄的大量作品中精选出来
的， 集中展示了我市优美的自然
风光、日新月异的城市新貌，以及
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

光

山

县

：

﹃

老

把

式

﹄

联

姻

﹃

新

花

样

﹄

推

进

农

业

发

展

本报讯（苏良博谢秀霞）提起农业
发展， 大多数人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农民
戴着草帽、顶着烈日在田间地头“眼观手
捏”、“钉耙老牛”的老把式。而在光山县
青龙河农业机械化农民专业合作社，植
保无人机在操作人员娴熟地操控下舞着
翅膀， 在稻田上空按设计的路线来回喷
洒农药，短短十几分钟，所载药液就洒完
了，

20

多亩稻田统防结束。这种无人驾驶
“小飞机”喷药的“新花样”着实让人大开
眼界。

2014

年以来， 该县不断加大强农惠
农力度，创新农村工作思路，加快推进农
村改革发展，传统农作的“老把式”与现
代农业的“新花样”联姻，大力推进农业
稳步发展。

据悉， 该县粮食种植面积
110.6

万
亩，

2014

年总产量达
11.82

亿斤， 同比
增长

1.03%

，占目标
11.6

亿斤的
102%

，

超目标近
2

个百分点。其中，夏收油菜
44.5

万亩，总产
78720.5

吨，较去年单产
增长

8.5%

、总产增长
14.2%

；夏收小麦
29.7

万亩，总产
87021

吨，较去年单产
增长

3.8%,

总产增长
6.8%

，水稻种植面
积

80.82

万亩，总产
502710

吨。秋冬紫云
英种植面积

10.1

万亩， 占播种任务
101%

，油菜播种面积
45

万亩，占播种任
务的

100%

，小麦播种面积
33

万亩，占播
种任务的

100%

，播种质量、播种进度好
于往年。

该县超级杂交稻“百千万”高产攻关
示范项目区千亩片平均亩产

815.5

公斤，

其中
Y

两优
900

品种平均亩产
829.9

公斤；

万亩片平均亩产
733.8

公斤。中国工程院
院士、著名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率领水
稻科研团队曾深入光山县超级杂交水稻
“百千万”高产示范田地头，实地察看了

Y

两优
900

、

Y

两优
2

号、湘两优
2

号超级稻生长情况。日前，该
县“百千万”高产攻关示范工程，被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授予先进攻关基地称号。

平桥区郝堂村是农业部命名的“最美乡村”，这里村民的生活真是冰糖熬
荔枝———甜上加甜。这不，离羊年春节还早，

67

岁的村民吴自云和
61

岁的村民
胡新秀等人就自发组织起来，利用夜晚加班排练节目，歌唱党的好政策。图为
吴自云和她的邻居们在做河蚌。 王友摄

□

闻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