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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强不强，看齐张国强；家里灯不
亮，就找张国强；扶贫又帮困，还看张国
强！”在离湖南省长沙市 500 多公里的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国网湖南龙
山县供电公司配电班班长张国强备受百
姓信赖。他为什么能得到百姓的如此信
任？《经济日报》记者决定赶往千里之外的
龙山，见见这位“万家灯火守护神”。

地处武陵山脉腹地的龙山县，是国家
级贫困县。记者在一个接一个的隧道中
和蜿蜒的盘山公路上行进了七八个小时，
终于赶到龙山县供电公司。“在城里找张
国强？难哪！他不在抢修，就一定在去抢
修的路上！”张国强的同事说。

山寨里的光明使者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顺着老乡提供
的线索，记者在龙山县洗车河镇老洞村的
农村电网升级改造施工现场寻觅到张国
强忙碌的身影。“大家听口令，1、2、3，起，
走！”张国强扛着电线杆、憋红着脸大声吆
喝着，“前面的注意掌控方向，后面的跟
上，大家咬咬牙，争取一趟过了”。老洞村
没有通公路，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工程需要
的材料得借助人力进行搬运，一根重达
800 斤的水泥电杆需要张国强和 10 来个
同事抬着蹚过 30 多米宽的小河，盘着崎
岖的山路才能运送到施工现场。这样的
重体力活，他们每天不知要干多少。“全县
400 多个村还有 100 多个没有进行农网
改造，在这些村里，老百姓买的电器无法
使用。我只想早点把农网改造搞好，让老
百姓用上放心电、安全电。”卸下沉重的电
杆，豆大的汗珠从张国强黝黑的脸庞滑
落，他擦了把汗，将毛巾搭在脖子上，转身
就开始忙起来。

“让老百姓用上放心电、安全电”，是
张国强 1996 年刚工作时给自己定下的要
求，也是他这 20 年来坚持用实际行动履
行的承诺。

龙山县的土家织锦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土家语称为“西兰卡普”。位于
县城内的西兰卡普土家织锦街，家家户户
以织锦、卖锦为生，一大清早，“叭呔叭呔”
的机杼声就开始在织锦街响起。土家织
锦传承人叶丽萍精神抖擞地坐在木制腰
机上，脚踏杆，腰匍匐，手握七彩斑斓的丝
线上下翻飞，“我们的土家织锦在市场上
卖得很好，但以前不敢多接单，就怕电压
不稳影响织布机工作，耽误交货时间，影
响“西兰卡普”的名声。现在好了，自从张
队长上次帮我更换了线路，我再也不用担
心这些了。”去年夏天，一位上海客户订购
了 100 多件织锦壁挂和织锦电脑包，叶丽
萍带领 10 多名女工日夜赶织，可当时恰
逢酷暑，城区用电量大，电压又不稳，织布
机只能断断续续地工作，吊在屋顶的日光
灯也不停闪烁。交货在即，叶丽萍急得团
团转。“家里灯不亮，就找张国强。”在邻居
的提醒下，叶丽萍试着打电话向张国强求
助，张国强很快带着工具和材料赶到，白
天全面更换线径偏小的下户线，夜里又实
施了变压器增容布点作业。“直到现在，我
还能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山区的晚上又
闷又热，没有一丝凉风，到了深夜，张国强
和他的队员们还在台架上奋战，汗水湿透
了他们的工作服，但他们仍一丝不苟地做

完工作。这个场景让我很感动，我决定把
它织进‘西兰卡普’。”回想起几个月前的那
次抢修，叶丽萍还是很激动，她展示了那幅
饱含深情的“现场纪实”织锦：连绵起伏的
大山下，临水吊脚楼旁，行进着一支身着电
力工装的队伍，“这支队伍就是有名的张国
强共产党员服务队，他们的敬业精神、贴心
服务还被唱进了山歌里。”叶丽萍即兴唱
起一首山歌：“树上喜鹊叫喳喳，打起溜子
好热闹，山寨来了光明使者⋯⋯”

叶丽萍婉转优美的歌声飘荡在“西兰
卡普”土家织锦街，也牵动着张国强的思
绪，“我是一个电力人，更是一名共产党
员。龙山虽然自然条件差，经济不发达，
但共产党员的服务不能落后。我总是在
思考如何将国家电网的‘诚信、责任、创
新、奉献’精神融入我的服务，让百姓用上
放心电、安全电”。

张国强请求公司在发出的每张电费
通知单上印上他的手机号码，“只要您一
个电话，剩下的活我来解决”成为他的庄
重诺言，他的手机也成为名副其实的“热
线”，最多时他一天要接上百个电话。“我
一般会带着 3 块手机电池，手机 24 小时
开机，随时待命。”张国强是这样承诺的，
更是这样执行的。2014 年 5 月 20 日，龙
山县突降暴雨，连续在夜里抢修线路的张

国强一脸倦意，次日早晨刚回到办公室，
他的手机就响了。他来不及休息，记下故
障地点，打起精神再出发。来到抢修地
点，张国强愣住了：由于地势低洼排水不
畅，70 多户居民被积水围困，不少居民站
在窗户边向外张望、呼喊。小区负责人说
需要接上电源排水，但是有三相电源线的
电线杆在宿舍区的积水里泡着。

张国强和同事们二话不说，背起重重
的电缆，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齐腰深的水里
摸索着，走向电线杆。宿舍区的居民在阳
台上看得胆战心惊，生怕他们踩上玻璃碴
或铁丝。勘察完现场，张国强低声与同事
商量了几句，便扶着电线杆蹲下身，同事
踩着他的肩膀登上电线杆，在倾盆大雨中
顺利接上了电源。“轰隆隆，轰隆隆⋯⋯”
宿舍区的水在抽水机声中慢慢退下，居民
的生活恢复正常。69 岁的彭万福连声称
赞：“灯不亮找张国强准没错！”张国强微
微一笑，便收拾工具赶赴下一个抢修现
场。

服务队的“张国强们”

张国强敬业爱岗、技能过硬，从一个
搬梯子、递钳子的初级学徒成长为一个爬
杆子、画图纸的业务骨干，只用了短短一

年多时间。如今，他更是练就了被同事
们津津乐道的“手耳眼鼻嘴”五官齐用
本领，同事们都说，“技艺强不强，看齐
张国强”。2011 年，龙山县电力公司成
立了以张国强名字命名的“共产党员服
务队”，共有队员 29 名，由张国强任队
长，承担着为县城近 20 万人供电的工
作。他告诉记者，“服务队成立后，我从

‘单打独斗’变成了‘集团作战’。‘家里
灯不亮，就找张国强’这句全县皆知的
顺口溜，原来只是我一个人的口碑，如
今成了张国强共产党员服务队的庄严承
诺”。

服务队广为散发联系卡，居民一旦
发生用电故障，不管多晚打电话过来，
服务队总是及时出动，从不将故障拖延
到第二天。无论在大型厂矿，还是家庭
作坊，无论在重点工程施工现场，还是
偏僻乡村土苗山寨，到处都能看到服务
队的红色身影。服务队成立以来，共组
织特巡 358 次，开展“零点工程”455
项，紧急抢修 878次，消除设备缺陷 315
条，提供用电服务咨询 8.5万余次。

说起服务队的“张国强们”，石羔
镇敬老院的 20 多位老人个个竖起大拇
指。老人们清楚地记得，由于电力线
路老化，故障频出，他们的生活起居
非常不便。2012 年 6 月的一天，73 岁
的盲人梁应发得到张国强的手机号码
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打了过去。1 小
时后，8 名服务队员就来到敬老院，架
梯子、搭电线，忙活了一下午，为敬
老院整改线路 800 多米，消除用电隐
患 12 处，并在院内安装了一盏路灯。
准备离开时，细心的队员们发现，老
人们的房间都只在进门处安装了一个
开关，夜里开关灯都很麻烦。他们就
将所有的单开关更换为双控开关，另
一个开关装在老人的床头。老人们高
兴地说：“躺在床上就能开关灯，太方
便了！”一来二去，敬老院成了服务队
的定点联系单位。“张国强们”五年如
一日关爱照顾老人，义务维护整改院
内 供 电 设 施 ， 被 老 人 们 亲 切 地 称 为

“干儿子”。
“喂！您好，这里是张国强共产党员

服务队，⋯⋯哪里有故障⋯⋯好，马上
出发！”在采访张国强的几天里，故障报
修的电话接连不断，不论什么时间，身
处何地，服务队员们一次又一次出发抢
修，一次又一次为民服务，一个个表
箱、一条条银线，凝聚着“张国强们”
的艰辛与渴望。“在大山深处，守护万家
灯火”，始终是他们不变的初衷，他们的
精神在湘西的层层山峦中扎根、生长，
共产党员服务队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
山含情、水含笑的大山深处⋯⋯

张国强和他的“共产党员服务队”长年累月奋战在湘西大山深处——

做山乡灯火“守护神”
本报记者 刘 麟

头发灰白、眼神坚毅、
走路飞快，是深圳市五谷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闫子铜给人的第一印象。
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刚 30
岁出头的年轻人。初见
时，他正在给团队讲解公
司 2016 年的战略规划和
业务发展方向。

“做农村互联网的很
少，这个行业太难、太苦，
没人愿意干。”闫子铜说。
创业前，这位拥有香港浸
会大学 MBA 学位的年轻
人曾任投资总监，在资本
市场操盘巨额资金，有着
令人羡慕的收入。然而，
他却毅然选择转型，全身
心投入农业，创办大丰收
农资电商平台。

为何放弃职业发展黄
金期投身农业？这缘于在
江西农村调研时，一幅场
景对他的深刻触动：一位
年约 50 岁的农民在一家
农资店门口与老板发生激
烈争执。闫子铜了解后得
知，该农民承包了几十亩
地，年初在该店购买种子
和肥料撒下去后，发芽率
低、秧苗瘦弱，让他亏空了
家底。对此，农资店老板
坚称不是农资问题，而是
农民施肥过多烧死了秧苗。

“我关注农业特别是农资领域 10 多年了。农资流
通环节长，农民买到的农资价格畸高。国内有登记的
农资厂达 2 万多家，为赚更多利润，部分商家掺假售假
的事件层出不穷。农民缺乏辨别手段，亏了只能自认
倒霉。”闫子铜说：“如果让农户通过电商平台直接向大
经销商购买正品农资，价格可比市面低 20%，相当于
直接增收 10%至 15%。通过大数据积累，还将衍生互
联网农业金融、农村物流、农产品对接服务，这将是一
件非常有价值的事！”

万事开头难。真正创业后，他遇到的困难比想象
中大得多。2014 年创业初期，公司面临着专业人才短
缺、农户对电商陌生、有些经销商对与电商合作心存疑
虑以及每月成本支出高达近百万元等困境。“这几个问
题就像几座大山，压得团队不少人失去信心。最艰难
时，我鼓励员工，‘大家只管往前冲，就算卖房卖车，我
也要让公司坚持下去！’”提起创业的艰辛，闫子铜感触
颇深。

为寻求突破，闫子铜竭尽所能：他特意为工程师开
专车，吸引产品技术人才；坐飞机时，特意选择接触人
多的中间座位，以寻找优秀的销售人才；为提高经销商
的信任度，他不厌其烦地与每个经销商沟通，帮助他们
完成互联网转型；他和团队还创造性提出代购员机制，
招募会上网的“代购员”帮助农户下单，并开发出农资
领域的叫单购肥 APP（丰收农资购）；找到各地区的资
深植保专家，对大丰收农资平台上的用户进行植保技
术宣传指导⋯⋯如今，凭借五谷网络的清晰商业模式
和大丰收农资平台已取得的业绩，公司优秀人才集聚，
已获得两轮数千万元投资。

随着市场环境不断向好，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了
解电商，选择在网上购物。为深入了解市场推广效果，
闫子铜走乡下村，深入农户家中调研。在安徽省庐江
县金牛镇，他去拜访一位种植大户，表明身份后，受到
了农户的热情接待。在询问对方是否会操作大丰收平
台时，农户立即掏出手机，打开“丰收农资购”APP，按
了一键下单。农户指着手机说：“这么简单，谁不会？”
在当地，使用过叫单服务的农民总不忘夸赞“丰收农资
购”卖得便宜，服务又好。

“我国有 7 亿农民，我们仅覆盖了 1000 多万，在消
除农资流通弊端、为农民增收上，还需要做很多。”谈及
未来，闫子铜表示，五谷网络已形成以农资电商为本
体，以农业互联网金融、农村物流、农产品对接为侧翼
的“一体三翼”战略规划。他补充道：“今年，我们将启
动农业互联网金融项目‘丰收贷’，帮助农户承包土地、
采购农资、扩大生产，促进农业生产集约化。我们还将
加快‘丰收仓’项目推进，建立农资电商产业园和物流
园，助力当地农村电商的发展和农产品返销；2017 年，
还将上市‘丰收 mall’，实现农产品供给需求的对接，实
现农产品以期货形式交易，下游商家产前下单，农民再
组织生产，这就不用为种什么、怎么卖而发愁了。”

采访结束时，记者偶见 2013 年闫子铜与人签约的
照片。当时，他头发乌黑，执着而坚定的眼神和今天一
样。创业的艰苦虽能改变容貌，却改变不了他的梦想
和情怀——他要带着一群 20 多岁的年轻人，为我国农
业、农村、农民付出青春，谱写明天。

五谷网络创始人闫子铜

—
—

在最难的领域

，做最有意义的事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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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正在崛起的“江口明珠”长兴岛
西北方，有一个形似“中华鲟”的庞然大物
——青草沙水库，这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河
口浅滩型水库，日供水量 719 万立方米，
约占上海市原水供应总规模的 70%。

上海边防总队边防支队青草沙边防
派出所担负着该水库安全保卫、治安管
理及巡逻防控的任务。所里几十个官兵
如同一家人，其中，负责烧饭的 90 后大
厨名叫刘新泉，“当兵就应有兵样”是他
的座右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病魔时，
他用军人特有的坚强和勇敢活出了兵
样，战胜了病魔，收获了爱情。

甘当火头军

2009 年，刘新泉应征入伍到上海边
防总队边防支队机动中队。他常说：“作
为一名基层战士，提高本领的最好场所
就是训练场。”说到做到，每次持枪瞄靶
训练，他比别人多瞄一会儿；每次 3 公
里训练，他跑 6 公里才肯休息⋯⋯刻苦
训练、持之以恒、勤奋踏实、不骄不
躁，他很快脱颖而出，代表中队在 2011
年参加了总队大比武，取得优异成绩。

2012 年，刘新泉作为精干力量被抽

调至青草沙边防派出所，负责后勤保障
工作。从手执枪杆子变成掌握铁勺子，
他对此没有丝毫怨言。凭着扎实肯干的
劲头和对战友的深厚感情，一个月后，
他便能烧出可口的饭菜。但时间一长，
他发现剩饭剩菜渐渐变多，“大家吃厌
了”。于是，闲暇之余，他积极询问、记
录每位战友的口味喜好，仔细研究，逐
一改进，努力做出一份既受欢迎又科学
营养的菜谱。经过数月的研究，新菜一
上桌，战友们眼前一亮，老兵李光宗开
玩笑地说，“你的手艺可以开饭店了”。

战胜病魔

正 当 刘 新 泉 在 新 岗 位 上 大 展 拳 脚
时，噩运突然袭来。2012 年底，他的脖
子肿大，不能正常发声。经诊断，他患
上淋巴瘤，需立即住院治疗。面对突如
其来的打击，他选择以顽强的意志与病
魔抗争。手术期间，医院曾 2 次开出病
危通知书，但他凭着坚强的意志，一次
次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手术最终取得
成功。治疗期间，他积极配合，以惊人
的毅力克服了头晕、恶心、呕吐、严重
脱发等一系列困难。

积极乐观的态度、顽强不屈的精神，
让刘新泉成为病房里的“明星”。他常跟
病友分享部队趣事，在病友需要帮助时，
主动上去搭把手。一段时间下来，护士晓
玲成了他的“粉丝”，刘新泉也对这个善良
的白衣天使渐渐产生好感，两个年轻人因
为一次突如其来的疾病走在了一起。

奋力救人

病愈回所后，领导多次表示要给刘
新泉换个轻松的岗位，都被他拒绝了。
他说：“我热爱现在的岗位，这是我的责
任。”大家喜爱的“掌勺大厨”刘新泉又
回来了：他依旧每天五点起床为战友准
备早餐；七点半开车到 10 公里外的菜
场，对采购的 40 余公斤蔬菜和肉类严格
把关；回所后，又忙着为战友烹饪午
饭。遇到天气变化，他还早早熬好姜
汤，送到每名执勤归来的战友手上。有
时，战友们因为巡逻执勤错过吃饭时
间，他马上重新下厨。工作虽繁重，他
却从未叫过苦、喊过累。

2014 年 11 月 25 日，在采购物资回
所途中，刘新泉发现有一男一女躺在非
机动车道上一动不动，旁边横了一辆支

离破碎的摩托车。他立即下车查看，发
现女子头部大量出血，神志不清，男子
满身酒气躺在地上昏迷不醒。刘新泉立
即展开救援：拨打 120 联系救护车，拍
取现场照片固定证据，与所领导联系汇
报情况请求支援⋯⋯因救护车不能同时
搭载二人，他卸下采购物资，用采购车
载上受伤男子全速赶往附近医院。经医
生诊断，女性伤者颅脑损伤严重，再拖
延一会儿，便很难治愈。刘新泉这才放
心，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事发地，取回
之前放置的物资。

事后，伤者家属来队感谢，得知刘新
泉也正处于康复期时，当即要送上 5000
元，但被朴实的刘新泉推辞了，他说，“我
是一名军人，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3 年来，刘新泉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
了不平凡的业绩：2 万余公里路程，见证了
他在采购路上走过的历程；4.2 万余公斤
的放心蔬菜和肉类，彰显着他兢兢业业的
工作态度；十几本厚厚的“刘氏菜谱”，记
录着他由训练尖子到炊事能手的转变。

“当兵就应有兵样。”刘新泉说，只要踏踏
实实、持之以恒，再平凡的岗位也能体现
人生价值！

当 兵 就 应 有 兵 样
——记上海边防总队青草沙边防派出所中士刘新泉

本报记者 李治国 通讯员 卫 竞

闫子铜在给团队讲解未来规划。 郑 彬摄

图① 张国强在酷暑中进行安

装维修。 （资料图片）
图② 共产党员服务队冲锋在

抗洪一线。 石杨慧摄
图③ 共产党员服务队在养老

院消除用电隐患。 田良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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