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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萌动，寄予远去的银线”

他把自己当成“山大王”，要看好
这片大山里的超高压线路。

1978 年，刘苗查出生在贵州晴隆县一个
偏远的山区苗寨。他上初中时，当地仍然没有
用上电。刘苗查决心考电力学校。

“那时考电力学校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县
就我一个。”刘苗查回忆时，脸上洋溢着喜悦。

1999 年，刘苗查从贵州电力学校毕业，
被聘用到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司天生桥局
工作。

在巡线岗位上，刘苗查一干就是 12年。
天生桥局所处的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周

围大山环抱。伴随着云贵高原水电开发、西电
东送事业发展，超高压输电线路从少到多，刘
苗查巡线的脚步也踏遍了黔滇桂交界的莽莽
大山。

“当时被聘用到这里，看条件这么艰苦，
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希望了。虽然我待遇很
差，但一想到能帮别人用上电，心里很舒服，
也就没了浮躁，能够静下心来做点事。”刘苗
查淡淡地说。

为了体验巡线的过程，记者和刘苗查一道
上路了。

刘苗查怕记者累，就选了地处安农县境内
的兴安直流“108 号”铁塔,作为此次巡线的目
的地。那里的山头要矮一点。

巡线路上，杂草丛生、树枝交错，没有现成
的路，同行的几个人循着刘苗查的足迹前行。

刚巡线那几年，刘苗查喜欢用等高线画地
图，标注输电铁塔编号、位置，以及周边的村
庄、河流、道路、加油站、林木等。这样的笔记
有好几本。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可能没有谁比
他更熟悉。

巡线，要艰难地从一个山头爬到另一个山
头，还要应对各种麻烦。

山里的马蜂窝特别多，输电铁塔上面也有。
刘苗查看到马蜂窝，都要躲着走，不敢去碰它们。

“以前一个工友不小心碰到马蜂窝，被马蜂追着
跑，后来送到医院昏迷不醒，差点送了命。”

“还有一次巡线路上，我正唱着歌，突然一
个山民提着土枪从林子里蹿出来，大喊‘站
住’。我被吓了一跳，原来我差点踩到他设下
的‘陷阱’，逮野猪用的大铁夹子上。要是踩下
去，脚后跟可能就没了。”刘苗查以后巡线就特
别小心。

刘苗查说，“山里以前有野猪，有毒蛇，这
些年少了。那时候巡线更危险的”。

秋高气爽，我们仍然用了将近一个小时，
才爬到山头的铁塔下。

刘苗查在铁塔下看了看接地线有没有问
题，又用望远镜望了望铁塔上的设备是否正
常，最后用相机拍了几张铁塔的照片，并用笔
在铁塔上记录了巡线日期和他的名字。

刘苗查说，巡线一般不用登塔，但检修时
就要登塔了。有时还要在输电线路上行走，

“表演高空跳舞”。
下山时，同行的人几次滑倒在地。穿过一

段密林，眼前才出现一条土路。
刘苗查说，“要是在下雪天、下雨天，更不

好走”。但巡线工作风雨无阻。

“我就在你点亮的街灯下，
和你在一起”

干巡线的，最对不住的就是家
人，亏欠他们太多了。

晚上回来的车上，同行的几个人都睡着
了。记者问刘苗查以前巡线时怎么吃饭。

“早上要炒一大盆的蛋炒饭，我能吃两
大碗。吃完两大碗后，还要用汤兑着饭再
往肚里装一点。还有一次，我早上吃了 48
个 饺 子 。 年 轻 时 吃 饭 ，太 猛 了!”刘 苗 查 神
气地笑着说。

原来，巡线路太长，带设备多的时候，刘苗
查就不带干粮了。早晨吃多些，撑一天，等晚上
回家再吃饭。“那时没有高速，回家已很晚了。”

记者问他，胃没有什么毛病吗？“干我们这
行，老同志可能都有胃痛这个‘职业病’。”他收
住了笑容。

10 多年的巡线工作，刘苗查体重始终保
持在 110 斤左右，1 米 70 的个头显得单薄瘦
小。“有时要高空踩导线带电作业，体重太重的
话，干不了。”

超高压输电线路所经过的大山是“没有围
墙的工厂”，他把自己当成“山大王”，要看好这
片大山里的超高压线路。

2008 年春节前，南方遭遇罕见冰雪冰
冻灾害，输电铁塔像拧麻花一样倒塌，输电
线路损毁严重。

刘苗查和工友们组成“抗冰抢险突击队”，
日夜奋战在兴义、贵阳、毕节、独山等地的大山
中，足迹遍布大半个贵州省。“保证贵州人民春
节能用上电”的宣战书，让他们奋不顾身地扎
进了冰天雪地里。

在刘苗查办公室的电脑桌面上，有一张他
抗冰时的照片。脸庞浮肿，眼睛像睁不开似
的。刘苗查说，他那时好几宿没有睡觉。2 月
7日是春节，刘苗查没有回家。

“抗冰期间，一位工友的父亲去世了，工友
没能及时赶回家。他妻子打电话来，哭着说不
知该怎么办。他就叫妻子把老人遗体放在楼
梯间里，用被子盖住，等他赶回家料理后事。
当时我也在场，大伙儿哭成了一片。”刘苗查眼
角泛着亮光，“干巡线的，最对不住的就是家
人，亏欠他们太多了。”

“2009 年，我在外地防山火，我岳父上午
脑溢血刚做完手术，父亲下午又脑溢血住院，
事都赶一块了。当时我赶不回去，就我老婆一
个人在家里支撑着。”

“老婆以前很少对我说抱怨的话，但上
次央视记者来采访时，她对记者说了，还读
了她自己作的一首诗，‘当你不在家的时候，
夜深了，我独自一人站在阳台上，看马路上
三三两两的情侣经过，很想你；当路灯把我
的剪影投放在阳台上，我能够感觉到，我就
在你点亮的街灯下，和你在一起’。”刘苗查

有些哽咽。

“我为梦想而来”

现代电网的运行维护，越来越专
业化、科技化。巡线工人只靠两条腿
巡线，是会被淘汰的。

刚工作没多久，刘苗查就觉得，输电线路的
维护工作有些属“事后诸葛亮”。“当时出现问题

最多的就是输电铁塔遭受雷击。我对我管理的
‘207基’铁塔做了统计分析后发现，铁塔处在迎
风面或者是大峡谷，就容易遭到雷击。”2001年，
刘苗查撰写了第一篇论文——《500 千伏天贵
线雷电易击点和易击段的分析》。

“这篇论文没有发表，不过通过写这篇论
文，我把雷电对输电线路的危害、防范雷电的
技术手段都摸清楚了。”刘苗查没想到的是，他
的研究派上了用场。

“当时，我们天生桥局管辖的 220 千伏线
路安装避雷器，专家说得装 70 支，一支避雷器
2 万多元。我就提建议，只在易遭雷击的铁塔
上装避雷器，总共才装了 12 支。自那以后，这
条线路没发生过雷击跳闸。”刘苗查说，“公司
资金紧张，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从此，刘苗查再没有放下写论文的笔。
中专毕业生的刘苗查写论文，在天生桥局

是件新鲜事。当时，局里写论文的人寥寥无
几。但刘苗查坚定地认为，“现代电网的运行
维护，越来越专业化、科技化。巡线工人只靠
两条腿巡线，是会被淘汰的”。

2005 年，刘苗查在参与验收国内第一条
高海拔紧凑型线路“罗百 I 回”时，发现相-相
之间（交流电塔的两根输电线之间）距离太短，
可能引发线路跳闸。他向工程部提出了这个
技术缺陷，并获得及时整改，确保了该工程一
次送电成功并安全稳定运行。

为了让更多同行认识到这一工程缺陷，刘
苗查撰写了《关于紧凑型输电线路耐张塔相-
相电气距离的思考》。2006 年，该论文被第二
届中国国际供电会议收录，他被邀请到北京参
会，是会议代表中惟一的线路工人，惟一的中
专毕业生。

2009 年底至 2010 年初，南方持续干旱，
山火频发，引起输电线路跳闸,威胁到西电东
送主网架安全。刘苗查大胆地提出，“山火使
空气由不良导体变成了良导体”这一观点。一
篇《浅析电网山火跳闸与预防》的论文出炉，入
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电会议，刘苗查再次登上
国际会议讲台并宣讲了他的论文。

刘苗查说，“我没有因‘粗活巡线工’的职
业选择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因为我为梦想而
来，为万家灯火而来”。

两年前，刘苗查通过“转正考试”，成为天
生桥局一名正式员工。今年，他走上南方电网
超高压输电公司平果培训基地的讲台，向更多
的巡线工人传授电网运行维护知识。

“大山中深处的一朵朵浪花，点亮了万家
灯火的灿烂”。在万家灯火的背后，像刘苗查
一样的巡线工人，正在用坚实的脚步“丈量银
线的尺度，丈量光明的尺度”。在莽莽大山中，
用汗水和智慧践行着光明的梦想。

中国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司天生桥局工人刘苗查——

丈量光明的尺度
□ 吴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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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巡线工人，12 年来和

沉默的大山打交道，和坚硬的

铁塔打交道，和千里的银线打

交 道 。 寂 寞 的 时 候 ，写 几 句

诗，他认为，那里的大山是孕育

诗意的土壤。他说，他甘愿做

一颗种子，扎根在大山里的土

壤中。

采访时，我见识到了和刘

苗查一样的巡线工人。我原本

以为巡线工人的脸上会布满沧

桑，笑容对他们来说都是难得

一现的。然而，他们在工作之

余，坐在草垛上有说有笑，自得

其乐，大山深处，顿时活力四

射。在他们中间，还有一批来

自天南海北的大学生，甘愿扎

根西部，为西电东送事业贡献

青春。

刘苗查觉得自己很幸运，

有很多人通过媒体认识了他。

但他又觉得，其他巡线工人同

样有着令人喜悦的成功，令人

垂泪的故事。遗憾的是，他们

不曾被人们所认识，也无所谓

遗忘。他们像大山一样沉默寡

言，默默坚守在西电东送的大

通道上，守护着万家灯火。

我能做点什么呢？我只能

希望读者们在读完本期的报道

后，能够将视线暂时从繁华的

都市移到寂寞的大山，去看看

那里的巡线工人，去认识那群

可爱的人们。

当您认识了他们后，我相

信您会感受到一份执着的坚

守 ，一 股

光 明 的

力 量 ，一

种无言的

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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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我作为驻村工作队员入驻河南省
商水县张明乡董湾行政村的第一天，刚走进
村民张水喜家时，我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张水喜外出务工，妻子病故，他9岁的小儿子
衣衫褴褛、骨瘦如柴地立在破门前。我一把
搂住孩子，潸然泪下。

夜晚回到家中，我心情特别沉重。在村
里，张水喜家的情况绝非个案，村里人生活得

太困难了。我握紧拳头暗自发誓：一定要落
实党的富民政策，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我开始马不停蹄地走访。经过调查我
了解到，该村是沙土地，当地百姓有种花生
的习惯。我想，花生种植技术性不强，市场
行情好，效益高，而且，我们农业局和财政局
实施的油料倍增计划项目在该乡实施，省农
科院和商水县合作的花生新品种、新技术也
要推广，有了这些利好条件，还怕不能带动
村民致富吗？！想到这些，我立即征求各方
面的意见，征得有关领导的支持后。我广泛
发动和引导群众，改变传统种植习惯，大力
扩大花生种植面积，努力寻求一条简单易
行且群众能共同致富的路子。

为了加快花生种植速度，我们为董湾村

送去了2台花生播种机，帮助群众抢种，加快
了花生种植速度。现在，该村种植花生的比
例已占全村土地面积的90%以上，一下子由上
年的几百亩扩大到2000亩，附近几个相邻的
村听说董湾村种植花生的好处大，也纷纷购
买种子，今年几个村的种植面积已超过万亩。

同时，我多次邀请花生技术员为村民
讲解技术知识，并开办培训班。我还选派
了2名年轻的村干部，专程前往新乡市学习
花生种植技术，回来后进村入户、手把手帮
带农民。

花生的销售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为
了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我联系了山东鲁花
集团驻周口分公司鲁花花生油厂等企业，和
张明乡人民政府签订了收购合同，让老百姓

吃了定心丸，同时也为明年全乡更大规模地
种植奠定了良好基础。金秋时节，随处可见
农民晾晒的白花花的花生，丰收的乡间特别
美丽，我的心里也充满了喜悦。

几百个日日夜夜忙碌奔走，无数次与农
民心贴心地交流，让我深深明白了一个道理：
脚下的泥巴粘得越多，干部和群众的感情就
会越深。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能让
张明乡保持自己的种植特色，并走上花生产
业化发展道路，在不久的将来，让偏僻落后的
张明乡打个漂亮的“翻身仗”，成为全国全省
闻名的特色种植乡镇。

为此，我简单制订并实施了一个小规
划：先成立以村干部为首的种植专业合作
社，向河南省农业厅申报了花生绿色产品

认证，还向国家农业部申报了“花生特色种
植村”。虽然现在合作社还存在诸多不足
之处（如规模小、数量小),但是，这些问题都
是由资金不足造成的。我相信，再经过几
年发展，我一定能引导这些合作社围绕丰
富的花生资源，形成一个农产品深加工、包
装、销售的产业化链条，让大家从中获得更
多的利益。

由于乡里外出务工人员较多，我还向县
委、县政府提出了加快土地流转的建议及思
路。根据目前农村现状，只有加快土地流转
步伐，才能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我深爱着这片土地，为了乡亲们的微
笑，为了大地的丰收，付出再多心血与汗水，
我愿意。

为 了 乡 亲 们 的 微 笑
□ 靳红花口述 党涤寰整理

在黔滇桂 3 省区交接的大山中，一个人
用 12 年的青春，踏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他
用汗水为西电东送“保驾护航”。

每当万家灯火时，他总在埋头学习。他撰
写的两篇论文，先后被两届中国国际供电会
议收录，用勤奋为西电东送工程输送了智慧。

他就是巡线工刘苗查。皮肤黝黑，背驼
得厉害，中专学历，喜欢写诗——

我深爱着这片土地，为了乡

亲们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

付出再多心血与汗水，我愿意。

靳红花（左一）为村民讲授农科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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