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
“太好了，现在生活真是越来越便捷了！”王欢有感

而发。

如今，随着城市发展，智慧水务、智慧燃气、智慧供热

让我们生活的城市越来越“聪明”、越来越便捷。

“预备，起飞！”

1月16日，随着长春市春城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春城集团）管网输送公司运行维修班班长陈宇一

声指令，搭载着高清摄像头和红外高敏热成像仪的无

人机迅速爬升，在蔚蓝的天空中翱翔。今冬，春城集团

供热管网巡检首次使用无人机，“空中巡检”漏点定位

更加精准，极大提高了巡检效率，降低管网运行安全风

险，数字化赋能智慧供热再添新翼。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发展，供热行业智慧

化转型时期也随之到来，春城集团率先开创全方位智能

供热生产新局面，围绕城市热源科学调配的工作目标，重

点建设智慧供热及多热源联网工程，已研发出集生产指

挥、远程监控、视频巡检、能耗分析、抢险应急、客服管理、

评价考核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内先进的智慧热网控制系

统，利用智慧供热的核心技术，对“源-网-站-户”进行全

流程监控，实现高效、快捷、稳定的供热生产服务。

热用户是热量传输的终端，春城集团利用室温采集

器这一双“远程眼睛”，实现用户室内温度可视化，累计在

长春市内投放安装两万个，可随时根据天气及室温的变

化对供热参数进行智能调节，保证用户室温稳定。

焕新功能，提升城市品质。我省正加快城市更新步

伐，构建宜居城市、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不断

提升人居环境质量、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城市更新焕发新活力

（上接第一版）借势“冬奥”，通化市精准布

局冰雪产业示范新城建设、功能规划，配套

建设了通化旅游服务中心暨滑雪博物馆、

滑冰馆项目、跳台滑雪训练中心、射击运动

管理中心、越野滑雪训练基地等，把这里建

设成为对标高标准、展现新业态的“示范样

板”。

旅游拉动，激活内外发展动力

借“翼”起舞，展“冰雪游”蓬勃之姿。

去年，通化—青岛、通化—大连—三亚、西

安—通化—哈尔滨三条新航线渐次开航。通

化机场通航点已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成渝地区，旅客吞吐量达127603人次，同比增

长29.16%。

航线直达北京、上海、广州、大连等一线城

市；沈白高铁如期开工，快速推进；高速公路实

现“县县通”……通化正成为通边达海的交通

枢纽，打开冰雪旅游环线立体交通，为发展冰

雪产业开辟了更加便捷的通道。

外有宾朋敲开“冰雪之门”，内有政策引领

激活内生动力。

“通化将以承办第六届雪博会和冰雪产业

示范新城正式运营为契机，坚持以冬季带四

季、以冰雪聚文旅的发展理念，推动冰雪经济

实现更快速度、更高质量的发展，为全省冰雪

产业加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通化市委

书记高志国表示。

打造吉林“冰雪新地标”，通化市围绕《吉

林省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1—2035

年）》，积极融入吉林冰雪产业“一心、三廊、两

区、两环线、多节点”的空间布局，聚焦后冬奥

时代，以推动冰雪旅游、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和

冰雪装备加快发展为主线，进一步推动全市冰

雪产业晋位升级。

——推出“冰雪+温泉”“冰雪+康体”“冰

雪+红酒”等冬季旅游产品。以“冰雪奇缘·童

话通化”为主题，围绕“一江、一谷、一堡、一湖、

一村、一沟、一洞”，开展冰雕雪雕、传统冬捕等

冰雪文化活动，积极打造“冬季到通化过大年”

等主题旅游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玩冰踏雪。

——通过新建、扩建、升级冰雪竞技场馆，

完善重点冰雪场馆标准化配套设施建设，打造

国家级和省级冰雪运动训练基地。借助通化

冰雪产业示范新城启幕，导入国际赛事、国际

会议、康养休闲、高端度假、文化艺术等多元品

质业态。

——推动与农耕文化、抗联文化、葡萄

酒文化、中医养生、城市文化等深度融合，打

造集冰雪度假、文化体验、城市休闲等多业

态融合、多元化发展的冰雪产业集聚区。

——深化与吉林大学合作，成立“冰雪经

济协同创新中心”，提高冰雪装备设计研发能

力，进一步加强与奥地利在高端冰雪器材装备

上的合作。

深耕冰雪，孜孜不倦。多年来，通化市开

展的主题冰雪旅游季系列活动，丰富了全市冰

雪旅游产品。飞雪冲浪——林海徒步穿越、雪

舞天地——雪地足球等多项主题活动，舞台话

剧《白山红雪》、20余万字长篇报告文学《冰雪

伊甸园》等充分展示通化冰雪文化历史的文艺

作品，“燃情冰雪·健康通化”大众滑雪比赛等

活动，推动全民上冰雪，拉动新雪季冰雪文旅

消费，进一步提升冰雪产业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

城乡互动，冰雪乡村生机蓬勃

银装山城，散发着童话秘境般的独特魅

力。别具一格的冰雪资源与生态观光、民俗文

化、历史遗迹、乡村休闲融为一体，让“中国滑

雪之乡”的品牌越发响亮。

冰雪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冰雪旅游+”的

发展模式让“冷”资源成“热”经济，白雪变白

银。

坐落于东昌区金厂镇的上龙头雪村距通

化市区18公里，依附于国家森林景区白鸡峰

山脉，这里景色优美、空气清新。雪村占地约8

万平方米，有两条初级雪道和专业的滑雪场建

设团队，进口压雪车、造雪机等设备保证了雪

的质量及舒适度。

在这个集健康、时尚、娱乐、滑雪、戏雪、

观赏、特色餐饮为一体的综合性雪上欢乐谷

中，不少滑雪爱好者在“摸爬滚打”中一次次

进步。在这里，游客可以体验单板、双板，雪

地坦克、雪地摩托车、雪地迷宫、雪雕群等雪

上项目。

“这是我第一次到雪村来游玩，自己的技

术还不熟练，不敢去滑雪场赛道，雪村非常适

合我们初学者带着孩子、老人来体验冰雪，这

里的游玩项目多，美食有特色，来了就不想

走。”滑雪爱好者郝子卉开心地说。

面对元旦客流高峰，雪村开展了雪上飞

碟、雪上碰碰车等娱乐项目，还扩大了儿童戏

雪范围，设置卡丁车、小爬犁、自行车等项目。

孩子们戴上雪镜，手持雪杖，脚踩雪板，在教练

的指导下顺着雪道滑行，与雪相伴尽是欢声笑

语。

一样的冰雪，不一样的体验。在通化县经

济开发区赤柏松村，又一个冰雪旅游打卡地

——康养谷雪场同样人气爆棚。除了滑雪和

雪圈等经典冰雪项目，康养谷全力打造的东北

抗联红色冰雪教学基地深受游客欢迎。

把红色文化融入冰雪旅游，基地以发扬和

传承红色文化为主线，以还原和体验抗联场景

为依托，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密林风雪、追敌

剿匪的峥嵘岁月。

“在这里度假旅游，让人眼前一亮。尤

其是抗联冰雪基地，不仅能体验到先辈在冰

天雪地中训练和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的不易，

还能通过VR设备实现场景模拟，在体验冰雪

项目的同时接受红色洗礼。玩累了还能到草

莓大棚里体验采摘乐趣，这趟来得太值了！”

来自游客张洪斌饶有兴致地说。

冰雪生金打造振兴之翼。通化，因冰雪产

业蓬勃焕发出的新活力，正敞开怀抱迎接着四

海宾朋。

借“翼”起舞 冰雪生金

（上接第一版）
老魏的收入翻了几倍，又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名人，心里

高兴，便做了锦旗，亲自送到省农科院，说是要“奖励”老刘。

2019年，老魏和老刘的“吉育403”再次创下雨养条件

下千亩连片单产253.9公斤/亩大豆高产纪录。

老魏的腰包更鼓了，他开始带动周边的农民种大豆，种

好品种，用好技术。

老刘更忙了。他要用好品种好技术，让更多的“老魏”

富起来，让吉林大豆实现振兴。

2020年，老刘的品种“吉育86”再次创下全国大豆高产

纪录。2021年，老刘的“吉育209”达到了316.27公斤/亩的

高产水平。数数算算，老刘的大豆品种，已经7次创下高产

纪录。

捷报频传，老魏心里喜滋滋。跟着大豆专家干，怎

能不致富？

老魏算了一下2021年繁育高粱、种植大豆、托管玉米

等项目的总收入，吓了自己一大跳。“国家有好政策，身边有

科学家，咱老百姓的腰包还能不鼓……”

老 魏 种 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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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变”新闻故事连载之一

冰舞

40个小时后，夹杂着绵雪的冰雨终于被凛风丢在身后停

止了造作。

城市像是回到了寒武纪，琥珀似的冰挂丛林和身披银甲

的钢筋楼宇，让热烈而活跃的省会长春看上去像是中了一记

寒冰掌，除了时间依旧板着脸继续赶路，剩下的都变成了另外

的样子：被冻冰坠断的枯木和树枝毫无反抗地倒下，不幸被砸

中的车辆淹没在冰堆玉砌的残局中，冰雨在与绵雪的乱舞中

瞬间成冰，凝固了大半个城市的供电系统，然后是供水、供热、

地铁、交通……城市运转步履蹒跚。

日光再次穿过云层的时候，汪新兵和班组的战友们回到

“老变”，端起那盏草绿色的印有红五星和“长一变”的铁茶缸，

暖壶里烧开的水，沸腾着涌进茶缸，温度在物理传导作用下流

淌进褶皱的有些僵硬的手掌，滚热的水蒸气从茶缸里升腾出

来，汪新兵把同样僵硬的脸凑了上去，闭上眼睛晃了晃头，微

紫的嘴唇贴着茶缸轻轻地吹了两口，水蒸气凝成一股热浪扑

红了面颊。

实际上，在冰、雪、风、雨交集狂舞的40个小时里，汪新

兵和班组战友们分兵两路，从北湖到南部新城，往返于“老

变”所辖的7个变电站之间，用双脚丈量了18条220千伏供

电线路。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的，还有国网长春的2559名

电力抢险人员，在被雨雪浇注的城市乡村，用双脚于风雪中

逆行跋涉，用双手给覆冰舞动的电缆基站开启破冰之旅。

后来的统计数字显示，2020年 11月 18日暴雪袭来的当晚，

长春 325条 10千伏以上线路停运，52座 66千伏变电站失

电，直接关系到33.5万户居民和企业，而因此停滞的供热、

供水、交通等方面给城市带来的影响就像这怪异的天气一

样不可名状。

77岁的宋贵清站在窗口。墙上的时钟已经指向2020年

11月20日8点。窗外，茫茫如天地初开的混沌，让望眼欲穿的

人们无论视线落在哪里都会不禁定格，就像前一晚的冻雨无

论落在哪里都会滴水成冰。

40个小时前，人们还没意识到，初冬的这场冻雨是一次百

年未遇的气象灾害天气，直到朋友圈里陆续传来的停电、停

水、停热、停运……活到这个年纪，宋贵清也没见过这样的天

气，除了等待，无能为力。人们知道一定会有人正在为敲开冰

冻的城市踏雪而行。他们或许被寒冷打透了身体也无处取

暖，或许整夜都米水未沾也不觉饥辘，或许危险随行也要挺身

而上。

黎明

蓦然间，宋贵清觉得这情境似曾相识。72年前父亲夜以

继日和战友们修复“老变”点亮长春的时候，他就像今天这样

在“老变”二楼扒着窗口。第一代“老变人”于百废待兴中为刚

获解放的长春重建电网的那些画面，在宋贵清记忆深处弹出，

那是他的童年里关于父亲宋秋岭的一段重要故事，还有关于

“老变”的鲜为人知的沧桑岁月。

1942年，日本殖民统治中的长春伊通河畔一个叫小河沿

子的村庄，长春第一座一次变电站悄然开工，1943年4月建

成，当时的名字叫新京（长春）一次变电站，“老变”的前身。同

年5月丰满水电厂开始向“老变”供电，长春有了稳定的电源，

长春电网由此成为东北电网的一部分。

也是在那一年，宋贵清在河南出生。宋秋岭彼时是解放

区援助长春地区的五名地下党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身份得

以公开，后来成为“老变”第一任站长。这么听上去，宋秋岭与

“老变”的缘分似在冥冥中。

1945年，日本投降，“老变”管理上陷入混乱，大量重要技

术资料面临损毁的危险，关键时刻，当时在“老变”做工的赵

金诚、谭炳春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住了四张电气接

线图和几张变电所室内机械装置图，为东北电网留存了发展

的火种。

1946年4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5月23日，国

民党军队再度占领长春，“老变”的名字叫作“长春一次变电

所”，俗称“长一变”，这么一叫就是30年。

1946年到1948年的3年间，国民党政府无暇顾及长春电力建

设，资料显示，1947年长春发电厂的发电量不足1934年的1/20，

供电线路和变电所设备均遭战火破坏，“长一变”也未能幸免。

1947年6月12日－8月20日丰满到长春的154千伏松长

线断线停电。1947年10月20日，长春市与丰满水电厂的唯一

通道154千伏松京线遭战火破坏，全市停电。11月国民党政

府启动长春发电厂，用征购煤掺豆饼做燃料发电，仅对公共事

业、粮谷加工和国民党军政机关供电。1948年1月，因燃料告

罄而停止发电。

1948年2月，“长一变”1号主变压器被国民党炮火击中烧

毁，还烤着了临近的2号主变压器，所有的电力设施都成了摆

设，成了无人修葺自生自灭的“野草”，一段段线路像面条一样

瘫软地耷在电线杆上。

1948年1月至10月，全城无电。各二次变电所的主变压

器和配电变压器绝缘油被国民党军队倒出，用于擦枪和点灯

照明，送配电线路亦遭到严重破坏，整个长春在黑暗中等待着

“浴火重生”。

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当日，人民政府就组织成

立抢修队，修复被损坏的电气设备。19时，长春电网的唯一电

源丰满水电厂以44千伏电源向长春送电，然而，长春大部分电

力设施和线路损坏严重，长春依然处于黎明前的黑暗。

“长一变”的修复是长春复电的关键。

当时正在哈尔滨电业局工作的宋秋岭临危受命，随东北

民主联军代表调任长春电业局。宋贵清就这样随父来长，那

年他5岁，父亲宋秋岭34岁，彼时的宋贵清不曾意识到这座城

市将是他和父亲此生的归宿。

“变电所像是废墟，周围没有人烟，空旷，荒野，抢修队几

百人来来往往，人声鼎沸。”宋贵清童年记忆里，这是“老变”最

初的样子。

几乎被炸毁的“长一变”，连电缆沟盖板都被国民党兵拿

去修炮垒了。当年日本投降，大部分图纸和技术人员都没留

下，大变压器的抢修对第一代“老变人”来说是一场只能预料

艰苦而无法预知结果的战役。

重画图纸、重建站房、重敷电缆、重立设备……没有大型

机械，没有技术参照，宋秋岭和战友们用几把铁锹和几十双手

从炮垒中把电缆沟盖板一点一点刨出来，套上绳子，挂上扁

担，靠几十人的肩膀一步一步扛回变电所，没有条件，不计代

价，无畏艰辛，他们总结经验、自研方法，加快变压器的修复进

程。就这样，4天，无眠，不休，长春恢复了光明。

宋贵清也是在4天后再见到父亲的，“肩上都是伤，手上全

是血泡，一句话都没说，睡了一觉又走了。”

第10天，长春市内全部恢复供电。40天后，长春地区电

网恢复正常运行。

“长一变”由此开启了涅槃之旅，接下来的十年，长春电力

工业跟随新中国建设的脚步迎来了第一个高光时刻。

““老变老变””::吉林大地上的吉林大地上的““光明使者光明使者””
沈延武沈延武 施永刚施永刚 李季李季 丛众丛众 孙杨孙杨

下期提要：城市的苏醒从点亮每一盏灯开始。宋贵清

依旧珍藏着父亲留下的那枚青铜色奖章，这枚与新中国电

力事业几乎同龄的奖章里蕴藏着“老变”半个多世纪的沧

海桑田。

长春长春220220千伏一次变电站千伏一次变电站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

“老变”前身

2020年11月末，长春地区遭遇极端冻雨灾害，长春电力人

踏雪逆行、登塔碎冰，守护了万家灯火，彰显了“老变人”风采。

阵阵牛哞，打破寂静，白雪覆盖的西顺村

渐渐醒来。62岁的邱长顺披上大衣，走进牛

舍，搅拌草料，开始喂牛。

西顺村位于长春市双阳区奢岭街道，曾

是省级贫困村，邱长顺是当年被精准识别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先扶志，扶贫必

扶智，各级包保部门和西顺村党支部的帮

扶干部多次来到老邱家，帮他想办法、谋思

路。

生于斯，长于斯，他骨子里从未放弃心中

脱贫致富的梦想。他坚信，只要坚定信心、坚

持努力，一定会用双手创出一片新天地；只要

不等不靠、勤劳奋进，一定能开启脱贫致富的

大门。

扶贫干部率先帮他争取到1万元帮扶资

金，邱长顺乐了，他又借了2万多元钱，先后购

买了两头母牛。每天清晨，他把牛牵到村边

吃草；空闲时间，把牛舍打扫得干干净净。在

他的精心喂养下，一头小牛顺利产下。

时光流逝，岁月轮转。如今，邱长顺已经

有了8头牛，他的“牛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2021年总收入40700元。当年的贫困户，不

仅走上脱贫致富路，还成了致富领路人。

5年时间，和老邱一样，西顺村32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

5年时间，在双阳区委区政府的全面推

动下，在长春市政府的全力帮扶下，各级扶

贫干部把自己“种”进了西顺村。他们聚焦

“两不愁三保障”，筹集资金改造危房、修

建井房、架设水线，推动 13项基础设施项

目落地；从田间地垄到崭新的村部，从新建

的排洪沟到道路硬化亮化，从精神风貌到

美丽乡村建设，他们马不停蹄、日夜兼程，

让曾经的省级贫困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西顺村的华丽蜕变，是双阳区有力推进

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双阳区深入推进防止返贫长效

机制。各村党支部、驻村工作队经常在节

日期间，走访慰问脱贫户，并进行入户摸

底，将收入偏低脱贫户、收入锐减脱贫户、

“边缘户”和重病重残户、突发事故户纳入

重点监测范围，鼓励并积极协调资金对部

分开展养殖业的脱贫户进行奖励，将扶智

和扶志结合起来，强化养殖项目技术支撑，

帮助脱贫户从根本上化解返贫风险。同时

建立摸底监测台账，落实相关政策，做好政

策兜底。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

的起点。为了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长春市双阳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相关

工作要求，不断抓重点、补短板、稳成果、促提

升，坚持高位统筹，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工作纳入党委政府重要议程，有力确保各项

工作有序推进。

同时，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力度不减；

强化政策落实，确保节奏不变；强化工作

落实，确保标准不降；强化巩固成果，确保

尺度不松。通过健全机制防返贫，发展产

业助增收，强化举措稳就业，拓宽渠道促

消费等多项阶梯式有力措施，全面推进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截至目前，全区 2610 户、4868 名脱贫

人口收入稳定增加，脱贫成效持续巩固。

西 顺 村 的 美 丽 蜕 变
本报记者 毕玮琳 任胜章

新春走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