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电网供电区域的最北端，位于贵
州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道真供电局

“背夹巡线队”常年在大山深处荆棘密布
的丛林间、陡峭的断崖上行走。凭着背
夹、绳索、弯刀，他们工作在 370 多公里巡
线路上的 350 多座大山和 60 多公里的无
人区。

迎着春日的晨雾，记者随巡线队员驶
进了还没有苏醒的大山，感受“背夹巡线
队”为了万家灯火所付出的艰苦努力。

守护光明 鱼水情深

10 时 40 分，记者随巡线队员下车徒
步。8名巡线员用弯刀披荆斩棘，不停驱赶
蛇虫才能前行。他们身上还背着重逾15公
斤的背夹，里面装有工器具、干粮和水等必
需品。中午 13 点，到达 67 号杆塔，巡线员
进行检查。此时，记者已经体力不支，从背
夹中拿出干粮和水，背靠岩石，稍事休息。

“你们这活儿，也太艰苦了吧？”
“我们身体虽然累，但很开心啊！你

不知道，这山里一年四季风景不同，数不
尽的鲜花、野果，美得很！”巡线员马洪波
乐观地回答记者。

检查情况良好，大家再次出发。但见
前方拐弯处，又是悬崖峭壁。巡线员照例
用绳索拉起“护栏”，大家一手抓绳，一手
扶壁，顺利通过了又一个险境。13 时 30
分，巨石挡道，前方再次“无路可走”。大
家必须翻过一块 4 米多高的岩石。巡线
员刘令在队友帮助下，先爬到岩石上方，
将麻绳的一头绑在小树上，放下另一头。
大家瞬间变身“人猿泰山”，挨个排队拉着
绳子，小心翼翼地攀过巨石。终于到达一
小片平原，记者瘫坐在地上，仅仅休息了 2
分钟，天开始下雨了。大家无奈起身，迅
速赶往位于山顶的 68号杆塔检查维护。

15 时，我们到达务川县村民李超龙
家，享受午餐。主人始终站在饭桌旁看着
我们狼吞虎咽；他的老伴儿不停地招呼大
家多吃点。“你们为了大山里的群众,不管
酷暑寒冬都这样辛苦，我也得拿家里最好
的东西招待你们。”老李说。巡线队员们
在无数个这样的“驿站”里，与乡民守望相
助，结下了难舍的深情。

2 月 11 日，农历小年。像往常一样，
背夹巡线队队员王云峰在茫茫大山中巡
线。此时，道真县三江镇群乐村安心组 9
岁的留守儿童刘邦远正盼着他的到来。
刘邦远自幼妈妈离家出走，爸爸外出打
工，长年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
活。3 年多来，背夹巡线队每次巡线路过
村里，都要来看望他们，并带些生活、学习
用品等。这次也不例外，祖孙三人一见王
云峰，高兴地迎了出来。

“邦远，过年了，这是叔叔给你带的糖

果。”刚进屋，王云峰就忙活开了：先是换上
自带的节能灯，又递给爷爷一张存有 220
千瓦时电的爱心电度卡，这是王云峰在遵
义供电局开展“我愿意”爱度基金活动时，
捐款购买的，确保祖孙三人接下来的半年
不用为电费操心了。“我愿意，爱度基金”是
遵义供电局党委倡导的以员工自愿捐赠的
形式，购买电度赠送给留守儿童、孤寡老人
等困难群众的一项实名捐助活动。

2014 年 9 月的一天，家住洛龙镇洛龙
村马家组 70 多岁的丁芳琴大妈，收到了
背夹巡线队队员马洪波从县城快递公司
背回来的一件从没用过的电器。那是远
在广东打工的儿子，为了老人冬天取暖，
提前给她快递过来的红外线取暖器。由
于快递无法到达山区，而老人的家刚好在
35 千伏洛阳线 25 号杆塔附近，马洪波就
用背夹背着老人的邮件，利用巡线机会，
乘车加步行 70 多公里山路，耗时 3 个多小
时送到老人手上。

为更好地服务乡亲，他们在每个沿线
村寨“歇脚点”，都会留下背夹巡线队的
电话，方便乡亲们联系。久而久之，乡
亲们对巡线队哪天会来了如指掌，“歇脚
点”成了固定见面的地方。老乡经常让
队员捎带油盐酱醋茶，取包裹、带农
资、电器，甚至把银行存折、密码都给
他们帮助存取款。歇脚点也成了联系群
众的服务点，乡里乡亲哪家用电设备有
问题，农用机器需要排除故障，他们都
会很快解决。这些为老乡解决用电问题
的点点滴滴，成了巡线队员自愿开展的
一项工作任务。日久情深，队员与村民
共同续写着大山深处的感动。

艰险无阻 坚守职责

吃过午饭，队员们要翻越海拔 1800

多米的高山。大家所到之处植被繁茂，走
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几近垂直的坡度更让
人举步维艰，相互扶持才能通过。即便如
此，还是有人一脚没踩稳，扭伤了。

据说工作站刚成立不久，队员马洪
波与韩勇搭档巡视途中要穿越一片原始
森林。因经验不足，两人一路没有做任
何记号，身上也没配备专门的通讯设
备。渐渐地，两人迷了路，手机也没了
信号，直到天黑仍没走出森林。为保安
全，他们停止寻找出口，在森林里挨过
一夜。为防野兽靠近，两人找了些干柴
生火，分吃了白天剩下的半袋面包，最
后爬到树上，睡了一晚。整整 3 天，两
人就这样被困在密林里，靠野菜、野果
维持体力。直到第 5 天，才看到了一户
人 家 ， 此 时 ， 他 们 已 错 走 到 100 多 公
里外。

黔北的茫茫山区，沟谷纵横，大娄
山脉横亘其间，地区的最大海拔差超过
2000米。今年已经 57岁的班长王跃进最
年长，从事巡线工作已有 31 个年头。别
看他年纪大，和小伙子们比起攀岩和徒
步巡线一点都不差。

“ 企 业 没 有 亏 待 我 ， 我 要 回 报 企
业。”王跃进说，前几年老王由临时工被
录用为正式工。爱人患胆结石几次住院
他都因巡线在外不能照料。“干线路工作
的人需要耿直，就如同线路一样，越直
越好。只有大家都扭成一股绳，才能干
好。”在王跃进的随身听里，都是上进、
积极的老歌。爬坡时，他会播放 《咱们
工人有力量》 这类鼓舞人的歌曲，平地
休息时，就会放点轻松舒缓的歌，让大
家放松一下。

“平时下班后，没有什么娱乐，把大
伙弯刀都收回去，回家给他们打磨。年
龄大就应该发挥带头作用，艰难的地方

我上了，他们肯定会上。这些年轻人也
很好学，有困难就克服，从不推托。”

队员刘令悄悄告诉记者，虽然巡线多
年，翻山无数，他却有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恐高。“爬山还凑合，但上杆就怕了，
都是弟兄们替我，我不敢。”队员韩卫珍在
边上听了，立刻反驳：“刘哥是队里的材料
专家，杆上作业啥时需要递什么物料，他
都了如指掌。”跟他配合的队员，总能在最
短的时间内完成高空作业。

“王局，我还是想回背夹巡线队，我学
的专业是发电厂及电力系统，我要把我学
的专业运用到输电的实际工作中，这才能
发挥我的价值！”2013 年 10 月，邵正义被
借调到道真供电局人力资源部工作，由于
工作出色，当时的人力资源部主任想把他
留下。但几经考虑，邵正义还是敲开了道
真供电局局长王永森的办公室。

“我就是喜欢团队的氛围，不想让自
己的专业荒废。更重要的是，在这里，
艰苦环境对我的磨炼能让我学到更多做
人做事的道理。”和刚进巡线队时相比，
再度归来的邵正义多了一份坚韧、一份
执着。每当进山巡线，他都会冲在前
面，为队友开路，助队友前行。

“在我们局，背夹巡线队不仅代表着
坚守，还代表着实干作风与团队精神。他
们给了我们局员工更多的激励，有不少在
机关工作的青年主动申请到输电线路岗
位去。”王永森介绍说。

凭 着 “ 背 夹 巡 线 队 ” 高 度 的 责 任
心 ， 道 真 工 作 站 取 得 了 不 俗 的 成 绩 。
据 统 计 ， 道 真 工 作 站 3 年 来 顺 利 清 理
通 道 树 木 4 万 余 棵 ， 减 少 了 因 树 木 引
起跳闸的事件。工作站在成立前，维
护线路年跳闸次数高达 33 次，到 2014
年 仅 为 3 次 ， 输 电 线 路 可 用 系 数 达 到
了 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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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光 明 千 万 家
——记南方电网贵州遵义道真供电局“背夹巡线队”

本报记者 王新伟

来到位于北京昌平区百善镇的阿卡农
庄，只见 208 个蔬菜大棚如贝壳般整齐有
序地排列着，鸡、狗、鹅的叫声此起彼伏，好
不热闹！

走进大棚，非洲冰草顶端的嫩芽摘下
就能吃；草莓棚里的草莓果并不大，个个清
甜鲜嫩⋯⋯“做农业是为了让更多人吃到
放心的农产品。”阿卡农庄的掌门人江宇虹
对记者说。

江宇虹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商学院获得
DBA 和市场学硕士学位后，到剑桥大学攻
读西方艺术史，并获得美国美联大学管理
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戴尔公司大中华区高
管，后来又创办了云服务公司。这位上海
姑娘用了 3 年时间，成功地把 IT 企业的管
理思路、创新模式应用于农庄经营，自己也
从一个连麦苗都分不清的城市金领变身农
业通。

从“云端 IT 女”到“田间农妇”

江宇虹在 2008 年开办了自己的云服
务公司——道安晋通信技术，组织员工写
代码，搭建服务器平台，做大数据分析。但
朝九晚五的都市生活让她并不快乐，“逃
离”是江宇虹与先生作出的决定。2009
年，夫妻俩来到北京顺义区租下 20 多亩
地,2010 年 10 月，把家从北京市区搬到
顺义。

“2010 年，我怀孕了，作为一位准妈
妈，对食品安全格外重视。于是我和先生
开始在顺义的家里种菜、种小麦、栽果树、
养鸡、养牛，蔬菜水果肉蛋奶全部自给自
足。”谈及种地的初衷，江宇虹说。

刚开始种菜，江宇虹请朋友们周末到
家里来“劳作”，回报就是地里的产出。看
着朋友们从果树上采摘新鲜的水果、收割
小麦自己磨面粉时的快乐，她意识到，应该
让更多人吃到安全的食物，于是萌生了将
这 种 田 园 式 的 体 验 做 成 项 目 的 念 头 。
2011 年底，她在昌平区百善镇又租下 500
亩的大棚，2012 年 1 月 15 日，阿卡农庄正
式开始播种。

办农庄初期，她还要忙着云计算公司
的事情。但慢慢地，她发现将农庄做成有
特色的现代农业基地学问太大了。于是她
将 IT 公司交给丈夫打理，自己专心研究现
代农业种植。很快，从没接触过农业的江
宇虹成了高级农艺师。

做“真”农业

“农业能带给人快乐。”江宇虹从科学
角度介绍着她对农业的感情，“农作物吸收
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农夫在田里种植，可以
呼吸到充沛的新鲜氧气，振奋精神。”

阿卡农庄坚持采用环保和生态的可持
续种植方式。地里剩下的菜叶子经过发酵

做堆肥，采取虫吃虫的生物原理来应对虫
害，利用中药提取物预防病害。土壤的肥
力靠多种微生物参与土壤改良，为作物提
供天然更富营养的微量元素和糖分。

“农作物生虫了怎么办？”江宇虹说，
通过生物技术可以防治病虫害。对于常见
虫害，比如绿叶菜长了蚜虫，可用食虫螨
来治虫，食虫螨只吃蚜虫不吃植物，安全
可靠。

对于有机蔬菜价格高的问题，她认
为：“菜价高的原因不在生产环节，而在
于中间渠道流通环节。减少中间环节是降
低菜价的有效手段。”为此，阿卡农庄先
后与京东签订京东生鲜自营协议、冷链合
作协议，通过电商平台实现了绿色农产品
直供销售。

“农业正在成为继房地产、互联网之后
的又一投资蓝海。但是做农产品有时候就
在一念之差，这一念之差决定了你能不能
有好的收益，也决定了你能不能信守对消
费者的承诺。我们向客户承诺，绝对不使
用化肥和农药，绝对没有激素。”正是这种
对承诺、对规则的坚守，这些年来，阿卡农
庄的客户流失率很低。

创新传统农业

传统的农业思维是先种植再销售，这
样的方式产销脱节、风险不可测。江宇虹

将 IT 思维移植到新农业生产上，将各个环
节流程化、系统化、标准化、数字化。

“农场就是一个 IDC 机房，温室大棚是
机柜，农民是 IT 维护人员，地里的一垅垅
菜是服务器上面跑的运用，租户把钱打过
来我就给你服务，你就等着收菜就行了。”
这个 IT 博士刚开始做农庄就把农业和云
计算紧密联系在一起。江宇虹深知，农业
是投资周期非常长的产业，资金回笼慢。
因此，阿卡农庄从一开始做的就是零投资、
零库存的模式。“先有客户订单再进行生
产，通过预付费模式，按需生产，按量定价，
保证了良好的现金流，减少了中间环节，也
保证了销路，还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
阿卡农庄就是用消费者的钱来为消费者服
务，消费者即投资者。”她说，这种反向思
维，使得农庄在经营的第一年就实现了收
支平衡。

最让江宇虹自豪的，是在阿卡农庄成
立之初，她做了一个智能农业 APP，2013
年阿卡农庄又为所有大棚安装上物联网设
施。通过这个移动客户端和物联网设备，
可以提供实时上线的蔬菜视频和照片，消
费者也可以在手机端实时监控自己菜地的
温湿度、二氧化碳等 23 种农业监测数据以
及种植品种生产全过程。“将 IT 技术用于
现代都市农业，好比在城乡居民之间搭起
一座信任、沟通的桥，将帮助农庄实现更好
的发展。”她说。

江宇虹和她的现代农庄
本报记者 李佳霖

江宇虹和她的现代农庄
本报记者 李佳霖

“你信，或者不信我，在面对死神的时候，我
的手就在你手里，不舍不弃。”

这是“唐神医”的微博签名。“唐神医”就是
近日因在美国救助路人而走红网络的“中国好游
客”、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唐子人。

唐子人目前在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进修学习，
几经周折，我们通过电话、微博和微信等工具联系
上了唐医生进行采访。

今年 45 岁的唐子人是急诊急救及危重症专业
博士。3 月 21 日，他发出微博：“在圣地亚哥海洋
公园游玩时，遇到一个美国游客突发心跳骤停，倒
在离我约 10 米的地方，一个人坚持胸外按压约 10
多分钟，等到除颤仪到位后成功将其复苏！海洋公
园管理人员非常感谢，送了一顿可以单独观看鲸鱼
演出的自助大餐，弥补了没看成表演的遗憾！”

微博还配有 6 张急救时的照片。照片中，唐子
人双膝跪地，为倒地的女游客进行心肺复苏，旁边
还有几个人在帮忙。

这条微博随即红遍网络，目前已有 5 万余次点
赞、上万次评论及转发，唐子人也被网友称为“中
国好游客”。

“作为医生，能救助患者还是有成就感的。”在
谈到这条微博时，唐子人说。

在电话的另一端，唐子人医生应我们的要求讲
述了这次事件的经过。

事情发生在今年 2 月 22 日，当天休假的唐子
人去圣地亚哥海洋公园游玩。经过一座小桥时，遇
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晕倒在地。

唐子人赶紧摸了摸老人的颈动脉，已经没有搏
动，老人的脸已经发紫，呼吸停止。

“心脏骤停！”唐子人赶紧告诉老人的家属，
自己是来自中国的急诊科医生，征得同意后，马
上跪在水泥地上，为老人做单人徒手心肺复苏。

接触过急救的人都知道，胸外按压很费体
力，通常做 10 来分钟就已十分吃力、大汗淋漓。

为老人做了 10 多分钟胸外按压的唐子人也
感到十分疲劳，膝盖生疼，但他仍然坚持着。由
于美国的公园里都配有 AD （自动除颤仪），很
快有人拿来了 AD，唐子人又和工作人员一起给
患者除了两次颤，并用上了氧气面罩。除颤之
后，患者恢复自主心律，面色也逐渐好转。

唐子人说：“有人倒在旁边，自己是急诊医
生，哪有不救的道理？”随着此事在网络上的大量
转载，很多媒体要求采访唐子人，但为人低调的他
却几次婉拒，直到医院出面，他才接受了少数几家
媒体的采访。

“唐子人救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的同事、
北京朝阳医院医生王小文告诉记者，从事急诊危重
症医学 20 余年间，临床一线抗击非典、奔赴玉树
地震进行医疗救援等，都少不了唐子人的身影。

当我们告诉唐子人，他异国救人的事情受到数
万网友的追捧，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好医生”
时，唐子人很平静：“我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干的
事。”他认为，绝大多数医生护士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援手，“医护人员都非常有爱心、尽职尽责，
同时也非常辛苦，希望公众能更多关注、理解这个
群体。”

“中国好游客”

美国救人
本报记者 吴佳佳 通讯员 杨舒玲

2010 年 4 月，青海省玉树地震第二天，唐子

人 （左二） 等朝阳医院医疗队员乘机赶赴灾区进

行救援。 杨拥刚摄

人物简介：

唐子人是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急诊急救及危重症专业博士。在抢救室和急

诊ICU中成功救治上千名危重症患者，多次

参加重大抢救及会诊，曾参与抗非典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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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① 积极乐观积极乐观

的工作态度的工作态度，，互帮互互帮互

助的团队精神助的团队精神，，让背让背

夹巡线队成为年轻人夹巡线队成为年轻人

争着要来工作锻炼的争着要来工作锻炼的

一线班组一线班组。。

王明科王明科摄
图②图② 高达高达 5050 多多

米的吊桥米的吊桥，，是背夹巡是背夹巡

线队线队的必经之路的必经之路。。

王明科王明科摄

图③图③ 背夹巡线背夹巡线

队 在 塔 上 开 展 巡 检队 在 塔 上 开 展 巡 检

工作工作。。 王春山王春山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