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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风采

10月1日早上8点，在东丰县66千伏黄河变电站，国网辽源供电公

司党员服务队队员王洪海和其他队员一样，已经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手

拿热成像仪逐一对设备进行测温。

眼前的这个变电站主要用于满足黄河镇农业生产生活的用电需

求，是国庆保电的重要场所之一。“温度过高会使绝缘损坏，可能导致停

电，所以工作必须仔细点。”王洪海一边工作一边对记者说。

为保证安全可靠用电，早在国庆节前夕，辽源供电公司就组建了

26支党员服务队，全力开展线路巡视检查工作，排除设备线路隐患，保

证电源线路的安全运行。节日期间，电力运维人员每天两次对辖区43

座变电站巡视测温，并对电力设备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和消缺，提前清理

线路通道中易被大风吹起的塑料薄膜、易漂浮物和危险物品等，砍伐、

修剪危及线路设备安全运行的树障，消除设备隐患和缺陷。

当前，正赶上秋收关键时期，走进东丰县黄河镇中育乡新荣村2组

水稻田地，处处是一派忙碌的丰收场景。“这段时间，电力工人经常来巡

视、检修线路，还督促我们安全用电，这服务真是做到了大家心坎上。”

新荣村村民王晓峰感激地说。

除了对电网线路设备进行“巡诊”，辽源供电公司还不断加强24小

时电费自助服务终端管理，各乡镇“电保姆”进村入户，为广大用户用上

满意电、放心电、舒心电筑牢基础。

据了解，节日期间，辽源供电公司近百名员工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

位上，严格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零报告”制度。各供电营业厅正常

运营，保障节日期间窗口服务水平。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线上服务渠

道运营管理，确保95598客户服务热线、“网上国网”等线上渠道节日期

间高效运转，快速精准解决客户诉求。

二十六支小分队保电忙
本报记者 赵蓓蓓 通讯员 陆东伊

勤快的外卖小哥奔驰在长春桂林胡同美食街上，忙着送餐之余，也不忘在摩托车上插上几面国旗，迎接国庆节。
本报记者 韩玉红 摄

本报讯(记者徐慕旗)近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厅和省工

信厅联合举办的质量助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主

题活动上了解到，两部门将率先在获得国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称号的企业和获得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

的企业中推行首席质量官制度。

据悉，首席质量官是企业对质量安全和质量发展工作

全面负责的高层管理人员。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推

行首席质量官制度，有利于施行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降

低原料消耗，塑造企业品牌形象。我省的目标是，到2025

年，力争实现获得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称号的企业首

席质量官聘任率达50%，获得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称号的企业首席质量官聘任率达30%以上，有效发挥引领

带动作用。

活动上，省市场监管厅还发布了《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支

持“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提出优化登记注

册和生产许可服务、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运用服务、推动提升质量管理能力、加强检验检测服务

等10项具体办法，为“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面

支撑。

助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我省探索推行首席质量官制度

本报讯（记者李开宇）随着国庆假期的来临，很多人都有

了出行的计划。疾控专家提示，外出时，除了做好个人防护，

更要依法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

履行疫情防控责任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一切单位和个

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

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

供有关情况；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

在治愈前或者在排除传染病嫌疑前，不得从事法律、行政

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

病扩散的工作；对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场所

和物品，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

下或者按照其提出的卫生要求，进行严格消毒处理，拒绝

消毒处理的，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或者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进行强制消毒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

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或者医疗机构报告；任何个人违反相关规定，导致传染病

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

假 期 莫 忘 防 疫 责 任

走进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

道路两旁干净整洁、绿树成荫，车

辆整齐划一停放，休闲座椅、健身

器材一应俱全，居民三五成群聚

在一起晒着太阳、聊着家常。

眼前的景象，让人很难联想

到这是一个始建于1987年，曾是

个地处城乡接合部的“老旧散弃”

小区。“那时的小区没有一条柏油

路，没花没草不说，杂物垃圾堆放

得到处都是。”28年前，30出头的

吴亚琴从厂区干部成为居委会干

事，接手了长山花园社区这块“硬

骨头”。

如何让社区有个家的样子，

让住在这里的人真正感觉到幸

福？“关键时刻还得靠党组织，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员

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把党组织

凝聚起来，就有了力量的源泉。”

吴亚琴狠下一股劲儿。

吴亚琴探索总结了“1+6”服

务群众经验，让党组织引领党员、

党员引领群众，党组织服务党员、

党员服务群众；带领社区居民独

创“四步议事工作法”，形成了“社

区党组织领导、社区居委会主办、

居民广泛参与”的民主协商治理

机制；带领党员群众齐上阵，修建

健身场地、亮化美化楼道、改造下

水管网和燃气、规划停车位等，让

原本“老旧散弃”小区重新焕发活

力，成为远近闻名的“全国和谐社

区建设示范社区”。

同时，将社区党组织向最基

层延伸，10个网格、24个楼栋党

小组、161个党员家庭户形成“社

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四级党组

织网络。“有了这个网络，党组织离群众更近了，懂群众多、帮

群众快。”吴亚琴说。

“2020年，我有幸向习近平总书记介绍社区党建、基层治

理、为民服务工作等情况，总书记鼓励我们再接再厉，进一步

搞好为民服务各项工作，把家园建设得更加幸福美好，这让大

家浑身上下充满了干劲儿。”回忆起当时那一幕，吴亚琴依然

十分兴奋。

“两年来，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不断拓宽为居民

服务的内涵。”她介绍，社区成立了“金融服务站”、为辖区楼房

住户安装智慧燃气报警器、建起社区老年食堂，还为行动不便

的老人提供理发、洗澡、配餐、医药、家政等“十送”服务……把

桩桩件件实事办在居民的心坎上。

如今，身份从社区党委书记转变为社区第一书记，本可轻

松些了，可吴亚琴还是“放心不下”，穿梭在社区的里里外外，

奔走忙碌。“社区工作就是我的事业。被居民群众需要，是我

人生最大的幸福。”

就这样，已经年过花甲的吴亚琴仍坚守在岗位上，每天和

居民相处在一起，在为民服务中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和使命。

吴亚琴是党的十九大代表，今年又光荣当选党的二十大

代表，她说：“这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一定第一时间

把党的二十大声音传递给社区的党员、群众，把二十大精神和

工作实际结合起来，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吴
亚
琴—

—

把
社
区
工
作
当
成
事
业
来
追
求

本
报
记
者

李
抑
嫱

“丁零零……”10月1日上午10时，白山

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户籍大厅的电话响起。

“您好，新建公安分局吗？我刚从外地

回来，想补办个身份证，现在能去办理吗？”

“可以，只要拿着户口本来新建户籍大厅就

能办理。”户籍民警小吕告诉他。

据了解，自2016年起，白山市公安局新

建分局户籍大厅每逢节假日始终在岗，方便

大量外出务工人员、学生返乡办理户籍、身

份证等业务，并且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

切实简化手续优化流程，实现精准受理，累

计办理相关便民业务2000余次，接受群众

咨询1000余次。

户籍警长王晓美说：“大部分群众办理

户籍业务花费的时间并不长，但很多常年在

外打拼的市民，一年可能就回来这么两次，

所以在‘十一’长假期间我们户籍窗口都会

正常办理业务。”

这时，一位女士急匆匆走进户籍大厅。

经过简单询问，民警了解到，张女士曾经改

过身份证号码，现在银行显示的是之前的身

份证号码，现在她想证明两个身份证号码都

是她本人。

民警查找了相关资料，没有找到张女士

的修改信息。但她坚称从没有迁过户口，所

有的户口信息一直在新建分局。经过1个

多小时查询，户籍民警刘明姝终于在档案室

找到了张女士所说的之前在新建分局的户

籍档案，但是上面显示，张女士出生时在外

省市落户，后迁到新建分局，几年间曾多次

迁进迁出，最终落户新建分局，但身份证号

码是在出生地修改。

刘明姝耐心给她讲解户籍迁移的详细信

息，最后张女士终于想起来自己确实是在别

的省市落户，由于时间太久便忘记了。虽然

张女士自己弄错了，但是刘明姝依旧热心说

道：“没关系，找到了就好。”“多亏你们帮我找

到之前的档案，太感谢了。”张女士感激地说。

白山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户籍大厅始终

致力于“我为群众办实事”服务宗旨，聚焦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事项，坚持做到“心中有群

众，服务为群众”，让每一位来到户籍窗口前

的群众感受到温暖、满意、安心、放心，让群

众享受到最大便利，受到群众的认可。

户籍窗口“不打烊”便民利民“不放假”
本报记者 刘巍

（上接第一版）
苇海间，游客如织。王晓雨踩在一个高凳

上，高举起自拍杆，手机的镜头在起伏如海浪的

苇子上方晃了一圈。

“给大家看一看，这就是壮观的苇海！”然

后他又将镜头对着自己，扯着嗓子说：“这是松

嫩平原上的‘瀚海明珠’，总面积4922公顷……”

不远处，村民韩忠海穿着水衩跳上小船。

王晓雨连忙跟了上去，他要通过直播帮助村民

们卖螃蟹。

牛心套保村的逆袭之路，就从这些螃蟹

开始。2013年，吉林省开启了河湖连通工程。

源源不断的活水，滋润了这里的湿地泡塘，改

善了这里的生态环境。中科院专家团队也入

驻这里，将“苇-蟹(鱼)-稻”复合生态工程模

式带给了牛心套保村的村民。大家通过苇海

养鱼养蟹，实现了增收致富。

湿地里水量充足，苇海里营养丰富，螃蟹们

张牙舞爪，个个膏肥黄满。王晓雨将镜头对准

韩忠海手里的螃蟹自豪地说：“苇田湿地蟹大丰

收啊，今年预计成蟹产量可突破40万斤，产值

在1200万元左右……”

养蟹、旅游、芦苇产业，牛心套保湿地的守

望者在沉寂了几十年后，重新在苇海深处找到

了生存与发展的方向……

“鸟叔”的镜头

远处的地平线上，缕缕晨曦宛若画笔，为天

幕涂上鲜艳的色彩。

蓦然，太阳如一枚赤色的水晶球喷薄而

出。莫莫格的世界，金红炫目，瑰丽妖娆。

此时，我们猫在低矮的窝棚里，“鸟叔”

潘晟昱单膝跪地，把相机长长的机身探出

去，眼睛贴着镜头，沉醉于朝阳下翩翩起舞

的白鹤……

每年的春秋两季，潘晟昱都要来这里拍摄

白鹤，从最初的发现、好奇、痴迷，到后来的沉醉、

忘我、融入；从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帅小伙，到

阅尽沧桑、两鬓微霜的“鸟叔”，他和白鹤相知相

守了17年。

17年里，潘晟昱用相机记录着莫莫格的变

化和美景，也将白鹤轻灵曼妙的身姿呈现给世

人。天、地、朝阳、鹤群……互融共生的壮美画

卷中，“鸟叔”也成了另一群摄影爱好者的风景

和故事。

莫莫格湿地位于镇赉县境内，是吉林省最

大的湿地，是白鹤北上南归的驿站。

湿地好不好，关键看水鸟。“在莫莫格湿

地，现有鸟类17目55科298种，其中国家一

级保护鸟类就有10种。”潘晟昱介绍，以镇赉

县为代表的吉林省西部已成为一处新的“鸟

的天堂”，春秋两季观赏候鸟迁徙成为当地的

特色旅游项目。

今春迁徙季，镇赉县境内的白鹤数量超过

4000只，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新高。

充分开发以“鹤”为元素的自然文化内涵，

“湿地鹤乡·生态白城”是当地主打的旅游品牌。

鹤多了，游客也多了。上午9时，莫莫格湿

地游客如织，原本安静的拍摄点也开始热闹起

来。从窝棚里走出来，潘晟昱仍舍不得收起相

机。

从不足3万公顷，到如今恢复到约8万公顷

的莫莫格湿地，从三四百只，到如今恢复到数千

只的白鹤，“鸟叔”的镜头里有莫莫格的生态之

变，也映射出白城从受生态之困到受生态之益

的曲折经历。

风起通榆

在吉林，白城风最大，“一年刮两场，一场刮

半年”。

在白城，通榆风最大，“一年一场风，从春刮

到冬”。

到通榆县时，已是月光如水。夜色里，仍可

见高大的风车列好了队，在秋风里向我们“挥手

致意”。

刚从通榆县能源局局长位置退下来的叶立

兵，在宾馆的房间里跟我们聊起了通榆的“风”。

“地面以上10米高度年平均风速达4.8米/

秒，40米高度年平均风速6.8米/秒，65米高度

年平均风速7.38米/秒，年有效风速时长达7686

小时。”叶立兵很熟练地背出这组数据，“没有煤、

没有油，找块石头都发愁。要说通榆盛产啥，只

有风！”

曾几何时，由于资源匮乏，通榆乃至白城一

直缺少大的工业项目，工业基础薄弱。

无工不富。“工”从哪来？从风里来。

1999年，一座小小的风电场在通榆建成。

叶立兵说，这是个实验风电场，容量只有3.06

千瓦，但这是吉林省首个风电场。从此，“风”对

于白城有了特殊的意义。

如今，小小的通榆县，投入运行和在建的风

电场达到21座。

风起通榆，白城的风电规模也正在不断

壮大。

截至去年，白城新能源装机已经达到817.4

万千瓦。今年，新能源项目开工规模在300万

千瓦以上，预计年底全市新能源装机将突破1000

万千瓦。这意味着，白城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千

万千瓦新能源基地。

而放眼整个白城，则有近5000万千瓦清洁

能源有待开发。其中，风电可开发面积5060平

方公里，可开发装机容量3000万千瓦；光伏可

开发面积3000平方公里，可开发装机容量2000

万千瓦。

日出东方，万里无云。前往三一重能通榆

零碳制造风电产业园的路上，阳光逐渐变得明

亮。

雪白的风叶旋转着，蓝色的光板匍匐着……

一动一静，色彩对比鲜明，层次高低错落，这画

风让车窗外的风景愈显动人。

然而，走入三一重能通榆零碳制造风电产

业园，画风突变——长约六七十米、高约三四米

的十余条巨大风叶横列在园区内，周边各类大

型机械装备长臂挥舞。在风机、叶片和整机车

间往来穿梭的，是各式运输车辆。

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们，他们正在为东北三

省以及内蒙古东部区域的300个订单紧张作业。

他还说，产业园项目尚未完全建成，建成后，

可年产400套叶片、500台套主机，实现产值约

30亿元。

不只有三一重能，远景、中材等19户新能

源装备制造企业在白城投资建设，已基本形成

从整机到零部件全程配套的全产业链。

“都说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但在通榆、在白城，

这钱还真能从大风里刮来！”叶立兵哈哈大笑。

尾 声

驱车离开白城时，刚好一场秋雨过后。

太阳从云层里探出身来，万道光芒洋洋洒

洒。车窗外的颜色更加醒目：稻田泛着金光，

风车通体银亮，远处的羊群雪白，如落在地上

的云朵……果然，一切簇新如洗。

新 白 城 记

国庆假期第一天，长春气温骤降。但在

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二工区施工现场，

依旧是一幅“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火热景象。

“王哥，国庆假期你还是不休息吗？”“不

休啦，盾构机马上要接收，不能放松！”王永

旭的声音回荡在地下18米的隧道里，此刻汗

水早已浸透他的衣背。作为7号线测量主

管，背着三脚架和仪器箱穿梭于6个盾构区

间、1.31千米的测量点，是他每日工作的重

点。

“小黄，测量设站准备好了吗？”“开始后

视定向、检核数据输入参数指标，前视做好

准备，检查棱镜气泡、对准方向……”说完，

王永旭又“埋”在了数据测量中。

测量作业前检查各种仪器设备性能、让

仪器适应外感温度、检查仪器常数……在中

铁建大桥局六公司工作的20多年里，这样的

动作已经融入王永旭的肌肉记忆里、刻在了

骨子里。

“现在正在测量的是西四环站至安庆路

站的盾构区间，这区间线路长，多个小半径

呈‘S’形曲线，对测量精准度要求高。而且，

测量受温度、湿度、周边震动等因素影响，很

多基准点也经常有变化。”提到反复测量，王

永旭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失之毫厘，差

之千里”。

“测量工作是工程施工者的眼睛，是

工程建设的‘方向盘’，容不得一点疏忽或

失误，设计图纸上一个数字的差错，一条

界限的改动，就可以导致实际工作中不可

估量的损失。”王永旭经常对徒弟说，把重

复的工作做精，把新出现的任务做好，不

断创新提高水平。正是这份严谨和细心，

让王永旭在长春地铁1号线项目测量中，

打破了系统内隧道工程项目贯通误差最

小的纪录。

第四轮测量终于在王永旭“成了”的喊

声中结束。大家返回地面时，落日余晖已经

洒在庞大的起重机上，映在王永旭黝黑的脸

上，跳跃在他身后的脚印上。沉稳的脚步，

像他一路走来的坚定，从“吉林省技术能手”

“吉林省技术创新标兵”“吉林省五一劳动奖

章”“天津滨海新区技能大师”，到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每一项荣誉背后都是他的

心血、汗水和对工作的热忱。

“师父，吃饭去吧。”“数据核对完就去。”

为了确保测量技术资料的准确，王永旭结合

工作实际编制出一系列计算程序，解决了以

往计算器计算经常出错的问题，大大提高了

工作效率。

华灯初上，窗上映出他伏案工作的背

影，编写测量工程技术交底，施工现场技术

员和工人对测量现场放样了解和定位，一天

中工作所遇到的技术问题及施工节点……

夜深了，微信振动的提醒打断了他，“爸

爸，什么时候回家啊？”儿子的语音在办公室

里响起。“忙完这段时间就回家了，你在家要

听妈妈的话。”放下手机，王永旭心中对孩子

的愧疚，化在这浓浓的夜色里，也化在爱与

责任里。

爱 与 责 任 相 伴
本报记者 王丹 通讯员 谭聪

“十一”我在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