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本报讯（朴海金）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落实国网省市公司2023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会议精神，最近，国网集安市供电公司以四个“一以

贯之”推动公司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落地落实。

一以贯之强化政治监督。围绕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

标任务和战略举措，以及公司电力保供、安全生产、电网

发展、优质服务等重要工作，实施全过程监督，推进政治

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一以贯之强化作风建设。

紧盯重要时间节点，常态开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监

督检查，应用好“一单一表”监督模式，对违规公款吃喝、

违规收送礼金等问题持续加大治理力度；一以贯之强化

“三不”建设。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用好正反两方面

教材，不断加强党员干部、职工群众的党章党规党纪教

育，让警示震慑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一以贯之强化担当作

为。引导专业部门主动开展专业领域的监督检查，及时

发现本专业工作问题，从制度、流程、职责等方面有效堵

塞管理漏洞。

党员带头降投诉

本报讯（张婷）近日，国网松原供电公司开展党员带

头降投诉活动，突出党建引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

供电服务主阵地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强化

投诉管控，提升优质服务质效。

该公司持续推动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创新提

出党员带头“五个提级”降投诉工作举措，对营业类、服务

类、供电质量类、停送电类投诉进行全面管控。投诉发生

后，五个领域党员示范岗第一时间深入现场调查投诉原

因，形成主要负责人亲自督办、分管人员具体负责、责任

部门指导推进、党员示范岗（责任区）协同落实的降投诉

责任体系。根据重要区域、党员工作岗位及责任范围，他

们科学划分党员责任区、设立党员示范岗，将优质服务指

标细化分解、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在优质服务风险防控

和提升属地服务水平方面，彰显党员先进本色，持续提升

公司优质服务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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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网磐石市供电公司组织志愿者走进街道、深

入村屯宣传安全用电知识，对于阶梯电价等居民比较关

心的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此次活动，不仅提升了用户

对绿色能源的认识和了解，更增强了居民节约用电、绿色

环保的意识。 杨璇 摄

3月11日，2022年第四季度“吉林好人”

名单对外公布，吉林森工露水河林业公司森

林防火瞭望员张善贵获得了“吉林好人”（敬

业奉献类）称号。带着对森林防火工作的好

奇和对张善贵工作事迹的探寻，记者来到了

大山深处。

上身一件沾满尘土的黑色棉服，脚上一

双厚棉鞋，脸上的皮肤因常年暴露在阳光下

显得干燥、黝黑……一个质朴、憨厚，言语接

地气的林业工人，这是张善贵给记者留下的

第一印象。这里是位于白山市抚松县的吉林

森工露水河林业公司四湖林场，是张善贵的

工作地，然而作为一名森林防火瞭望员，四湖

林场的那座大山才是他的“主战场”。

“踏破铁鞋”

攀登千米高山二十年如一日

正值初春时节，气温虽已达到零上，但林

区里仍然寒风凛冽，山上积雪尚存。张善贵

进行防火瞭望的大山名叫老秃顶子山，山峰

海拔1359米，是我省境内的第二高峰，这里

山体陡峭、灌木丛生、人迹罕至，冰雪封山期

长达半年以上。

想要爬上这座大山，可远没有记者想象

得那么简单。“上山得走两个多小时三四公里

的路程。”张善贵说，“山上都是土路，树枝子

很多，更何况现在雪还没化，路更难走了，路

程时间只会多不会少。”

对张善贵的上山之路而言，手脚并用的

“爬”才是最省力也是最快的行进方式。常

常，他还要身背几十斤的水、粮食、工作装备

等行李向山上的瞭望塔进发，这让本就不容

易的上山路变得更加艰难。

“今年春天上温早，有的雪层没有冻实，

走几步整个腿会陷进雪窝里，想要拔出来都

很费劲。”这时，张善贵拿出了他的雪地行走

“神器”——“雪圈子”，套在了棉鞋上，“有了

这玩意就不怕陷进雪里了。”原来这是用木头

制成的“雪板”，增大了与雪地接触面积的同

时减小了压强，套在鞋上后就成为了张善贵

口中的“雪圈子”。“这就像滑雪板一样，只不

过我们是上山走路用的。”张善贵用一个恰当

的比喻向记者道出了原委。

两个多小时连续不断的上山路，即使体

力再好的人也无法一气登顶，对今年已经57

岁的张善贵来说更是挑战。“累了就休息休

息，半路饿了就啃个凉馒头，现在上山是不比

年轻时候喽！”张善贵打趣地说。

在二十多年的森林防火瞭望工作中，攀

登老秃顶子山已经变得平常，这就是他的“上

班通勤路”，那些在记者眼中看来无比困难的

上山路在他眼里或许早已成为坦途，凭借对

森林防火工作的执着坚守，他时刻守护着老

秃顶子山上的每一片林木。

“火眼金睛”

望塔上第一时间发现火情

经过近3小时走走停停的上山路后，一

座位于山顶的瞭望塔呈现在了记者眼前。这

是一座高约26米的铁塔，铁塔四周镂空，中

间架起一座直通塔顶的楼梯，塔身四周环绕

着十余根细长的避雷针。行走在瞭望塔的楼

梯上，刺骨的山风从身边呼啸吹过，但张善贵

爬起楼梯却显得脚步轻快、灵活。

来到塔顶，露水河林业公司12万多公顷

的林区一览无余，在登山过程中看到的那些

高大树木，在塔顶看也变得渺小许多，一幅

“林海雪原”图景正在这里展开。

塔顶有几平方米大小的空间，这里摆满

了张善贵用于森林防火瞭望工作的装备与工

具，望远镜、地图、对讲机、罗盘仪还有几本记

录本。在记者看来，这里好似战场的前哨站，

张善贵像一位“司令员”，时刻用望远镜和对

讲机运筹帷幄，指挥“战场”。

休息片刻待身子暖和后，张善贵支起了一

架硕大的望远镜开始瞭望。“肆幺两，拐肆呼

叫，黎明林场79林班发现目标，黎明林场79林

班发现目标，微风，一缕烟。”张善贵拿起对讲

机向指挥部汇报起从望远镜里看到的情况。

“肆幺两收到，拐肆请测报目标坐标。”对

讲机里传来了指挥部的指示，张善贵立即拿

起地图，用笔和尺量了起来，两三分钟的工

夫，一个精确的火点坐标就汇报给了指挥部。

“我负责汇报火情测出火点，指挥部负责

安排灭火队员，我要是发现晚了，那后果不堪

设想。”不一会儿后，当张善贵再用望远镜看

向火点时，那里已经不冒烟了。

夕阳西下，张善贵也即将结束一天的瞭

望工作，等待他的是瞭望塔下的那间简陋，甚

至有些破旧的山顶塔房。这里是他吃饭、休

息的地方，也是他在山上的一个“小家”，尽管

条件艰苦，但张善贵却觉得能在一天的工作

结束后回到这里就很幸福了。

“锲而不舍”

生活条件虽苦，绝不轻言放弃

这个“小家”在外人看来可能有些破旧，

但却是张善贵的“避风港”与“加油站”。“小

家”虽小虽旧，但生活用品一应俱全，烟火气

息浓厚。火炕、土灶台、柴火堆……这些在城

市里难得一见的物件在这间林中小屋里散发

着温暖。

随着灶台内逐渐响起柴火的噼啪声，屋

子里逐渐暖和起来，一股股柴火独有的气息

也在屋内弥漫。

“生火，做饭！”张善贵今晚打算用刚

刚从山下背上来的大白菜和土豆做一道

农家炖菜。“山上没有冰箱，我只能带些

能够长时间储存的菜上来，像白菜、土

豆、萝卜这些，再腌点咸菜，平常也够吃

了。”白菜炖土豆做好后，张善贵便狼吞

虎咽地就着馒头和咸菜吃了起来。一天

的工作下来，即使一顿再简单不过的晚

餐，对这样一位林区汉子来说也是美味

可口的。

“平常吃水怎么办？”记者带着疑问向

张善贵抛出了问题。“吃水得从山下的泡子

里打水。”“那泡子里的水能喝么？”“能喝，

泡子水就是山泉水，野猪都过来喝，就是打

水费劲。”

原来，张善贵每次打水要用背筐背着一

个大水桶下山，打好水后水桶总重20多斤，

虽说没有上山时的行李沉，但水桶里的水会

随着步伐来回涌动，这让返程的路变得异常

难走。为了省水，张善贵几乎没有在山上做

过粥和面条。

老秃顶子山是长白山有名的雷击区，

一旦出现雷暴天气，张善贵的瞭望塔和这

间山顶塔房都极易遭受雷击。“有一年春天

晚上，我正睡觉，雷直接打到了家里，把床

旁边的面粉袋子都打爆炸了，差一点没打

到我。”经过这次经历，家人都劝说张善贵

别再干了，山上吃不好睡不好还危险。可

张善贵一直觉得，“我都在这20多年了，没

有人比我更熟悉老秃顶子山的环境，我在

这儿才能最大程度保护林区安全，不管有

多难，我都不能离开这里。”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大山里的森林卫士
——记“吉林好人”称号获得者张善贵

本报记者 何泽溟

本报讯（谭欣洁 记者刘姗姗）“蒸汽系统的优化，是炼化

企业节能降耗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实时优化、动态调整管

网用汽平衡，多举措减少蒸汽损耗，今年以来，自用蒸汽减耗

5万多吨，同比降低4.3%。”近日，吉林石化化肥厂相关负责人

对记者介绍说，以“脱瓶颈、降消耗、控费用”为主线，该厂不断

巩固提质增效成果，持续深入开展降低蒸汽耗量攻关，全力打

造节汽降耗“精进版”，实现蒸汽系统优化运行。该厂通过做

深做实做细122项具体措施，1至2月份，累计降低蒸汽消耗

59008吨。

“我们详细制定了《冬季蒸汽运行攻关方案》，将蒸汽优化

运行攻关指标层层分解，各车间对照每小时、每天、每月的既

定蒸汽用量标准，及时分析升降原因，实时做出调整。精准的

严控措施，实现了工厂日常蒸汽消耗量一直控制在指标要求

的九成左右。”该厂生产技术科负责人说。该厂将“提汽行动”

不断延伸，在科学研判最佳凝液输送途径的基础上，千方百计

提高蒸汽利用效率。机炉车间积极调节低温热源运行方式，

根据系统凝液量的变化，适当投入混合式生加管路，减少混合

式生加进汽，凝液两路同时运行，有效消除下游用户凝液溢流

现象，实现蒸汽每小时减少近1吨。这个车间还根据冬季外

网用汽负荷增加的实际，适时投入三期630管线和2号线，有

效降低管网压差，实现蒸汽管网运行平稳。此外，低压蒸汽管

网平稳接收松花江热力有限公司低成本的1.0兆帕蒸汽，也

在有效缓解锅炉装置负荷紧张的同时，降低了原煤消耗，年可

创效近2000万元。

据悉，该厂整体分析低温热源加热需求，加强蒸汽系统运

行管理，及时消除蒸汽系统漏点，全面降低采暖蒸汽消耗，每

小时减少采暖蒸汽消耗近2吨。同时，该车间发动全员排查

蒸汽线路“跑冒滴漏”隐患，1月份以来，累计消除伴热漏点60

余个，处理蒸汽直排4处，更换疏水器3台，节约低压蒸汽

2000余吨。

吉林石化化肥厂

打造节汽降耗“精进版”

本报讯（记者邹鹏亮）近日，省交通运输厅、省发改

委、省文旅厅、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能

源局、省邮政管理局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汽车

客运站综合开发利用、促进汽车客运站可持续发展的实

施意见》，着力提升汽车客运站综合服务能力，促进客运

站健康可持续发展。

围绕汽车客运站综合开发利用，我省将着重开展六

项工作。一是支持汽车客运站按照《城市旅游集散中

心等级划分与评定》（GB/T31381-2015）标准，对现有客

运站改建、扩建，将客运站改造升级为城市旅游集散中

心，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旅游用车等服务；二是拓展

客运站物流服务功能，合理规划客、货融合线路，完善

物流仓储设施及分拣、安检、装卸、标准化载具等设备；

三是因地制宜推进汽车客运站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

拓展车辆充换电服务；四是鼓励汽车客运站为公交化

改造车辆和定制客运车辆提供首末站场地，为承运企

业提供停车、洗车、组织客流等服务；五是引导客运站

划出一定区域范围，为优质农产品、旅游纪念品提供展

销场所和必要设施；六是支持客运站通过自营或招商

引资等方式成立商业综合体。

促进客运站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所越 记者邱国强）3月15日，一架搭载着

1418公斤邮件的南航CZ687航班从长春龙嘉机场起飞，

飞往韩国首尔。这是自2020年我省关停所有进出港国

际航班之后，吉林邮政在长春龙嘉机场恢复的首趟国际

邮路，标志着我省出口韩国及通过韩国经转至日本、美国

的国际渠道完全恢复。

疫情暴发之后，我省出港的国际发运渠道严重受

阻。今年2月，吉林邮政紧紧抓住国际航线恢复的有利

契机，提前规划，精细筹备，第一时间调整出口韩国、日

本、美国的国际邮路发运路径，从原来外省离境城市调整

回长春、延吉直接离境，极大缩短韩国、日本、美国等路向

特快邮件的全程时限，为省内出口韩国、日本、美国的企

业和电商平台提供了快速服务。

下一步，吉林邮政将继续筹划开通长春至首尔包机

直飞航线和珲春对俄罗斯的陆运邮路，提高对韩、日、美

的国际运能，促进口岸经济发展，助力跨境电商快递出

海，推动我省对外贸易取得新成效。

长春至首尔国际邮路恢复

本报讯（记者何泽溟）近日，吉林森工白石山林业公司的

菌业公司正在为新一季黑木耳菌段生产忙得热火朝天。

在白林菌业公司，厂区院内堆放着数堆小山一样的制菌

主要原料——锯末子，工人们正在不断向导料口内添料。生

产加工车间里，拌料、打袋、搬运，几名工人正将高温蒸煮后的

一框框菌袋通过疏导口传送到无菌接种室，伴着轰鸣的机器

声，这里的黑木耳菌段加工按下了“春种快进键”。

目前，白林菌业公司已进入生产高峰期，为保证生产有序

进行，企业成立了3个循环小组，加班加点，轮流制菌，日生产

量达2万段。

黑木耳种植一直是吉林森工白石山林业公司的支柱产

业，结束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后，白林公司将发展接续产业的目

光聚焦到食用菌产业。近年来，白林菌业公司充分利用森林

资源和丰富的木耳种植经验优势，大力发展以黑木耳产业为

主的食用菌产业，种植示范基地10公顷，近两年投入近500万

元专项资金新建种植大棚54栋，标准化食用菌生产车间400

平方米。2022年，白林菌业公司黑木耳产量达到688吨，销售

收入4487万元。

今年，白林菌业公司预计种植春季吊袋黑木耳45万段，秋

季黑木耳20万段，与菌农签订代加工黑木耳三级菌菌包50万

段，种植木灵芝2万段。黑木耳产量约6万斤左右，灵芝孢子粉

产量约2千斤左右。同时，白林菌业公司还在积极探索和延伸

新兴产业链条，加大食用菌小包装等产品的研发力度，预计今

年将生产食用菌罐头1.5万箱，黑木耳即食产品1000斤。

春季黑木耳种植忙

瞭望塔就是张善贵的“前哨站”。他调整望远镜，准备开始一天的瞭望工作。

张善贵身背行李，手脚并用攀登老秃顶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