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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县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鄂尔多
斯草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区域内丘陵
沟壑纵横，黄河支流无定河穿流而过。傍
晚时分，登高远望，“大漠孤烟直，长河落
日圆”的壮丽景象就浮现在眼前。

然而，作为国家级贫困县，与壮美景
色一同成为横山县标签的还有“贫穷”。
2002 年起，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开始在横
山县开展定点扶贫工作，10 多年来累计
投入资金 2900多万元。近日，《经济日报》
记者来到横山，探寻华能人的扶贫脚步。

一股干劲，打开新局面

横山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南部丘
陵沟壑区。从横山县城出发，往东南方向
进入深山，一路上峭壁深谷。

一个小时后，记者到达当地有名的贫
困村——韩岔镇韩岔村。前两年，这里的
村民还面临着缺路、缺水、缺电的问题。

2015 年，唐凯从华能集团来到横山
县挂职副县长，从事扶贫工作，在这里，按
照华能“中央企业定点帮扶贫困革命老区
百县万村活动”安排，帮助解决当地贫困
村的缺路、缺水、缺电问题。

进山的一条弯曲狭窄的道路，是韩岔
村与外界连接的唯一通道。前两年，这条
路还是一条泥土路，由于狭窄不平，大型
车辆很难行驶，若逢雨雪天气，道路便泥
泞不堪，进山出山几无可能。

“没有路，脱贫也就不可能。”在唐凯
的牵头组织下，通过华能投入扶贫资金和
村民自筹等方式，很快修了一条 4 公里长
的水泥硬化道，汽车陷进坑里出不来的日
子一去不返，机械设备也得以运进村里，
帮助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路通了，水和电的问题很快就摆上了
桌面。水，曾是韩岔村村民心中的痛。横
山地处干旱地区，年均降水量不足 400毫
升，蒸发量却超过 1000 毫升。在韩岔
村，生活用水都靠村民骑着驴去 4 公里外
的地方驮。回想起半辈子的缺水日子，村
民刘巨恩说，“有的喝就不错了，一盆洗脸
水全家用，洗澡想都不敢想”。

韩岔村地处大山深处，通自来水几无
可能。唐凯决定，建造集雨场窖解决用水
问题。集雨场窖从表面看是一个斜坡水
泥平台，在平台最低处开一口窖井，下雨
时，雨水可以顺着斜坡流入井中，予以储
存使用。场窖修好后，韩岔村的村民告别
了用驴驮水的日子，院子里也种起曾经因
为缺水而不敢种的蔬菜。

“以前用电认命，现在用电任性。”
村民用这样一句话形容韩岔村这两年的
用电变化。曾经的韩岔村，虽然通了

电，但电力设备难以保障村民的用电需
求，断电现象时常发生，唐凯介绍，“用
个大型器械，都要后半夜大家都睡了才
行”。为解决这一问题，唐凯帮助韩岔村
安装了一个 50KVA 变压器，400多人的
用电终于“任性”了起来。

一年之内，韩岔村通路通水通电，从
“原始”中走了出来。华能集团党建部社会
责任处副处长温光华已经是第二次来到
韩岔村，他清楚地记得，村支书王兵去年上
任时总是愁眉苦脸的，如今笑得合不拢嘴。

韩岔村不是华能扶贫的唯一受益村。
到2017年，华能计划投入1400余万元，帮
助43个贫困村解决缺路、缺水、缺电问题。

一份情怀，送来新希望

王建宏中等个头，说起话来不紧不

慢。与唐凯一样，王建宏也是华能选派
到横山的挂职干部。2015 年，这个“北
京来的干部”来到横山镇李家洼村担任
第一书记，给两个贫困家庭带来了希望。

当王建宏来到李家洼村的杨成军家
时，早已失去语言能力的杨成军，一把
抓住王建宏的手紧紧不放，笑啊笑⋯⋯

杨成军是一名瘫痪在床的残疾人，
因失偶由 84 岁的母亲照顾，女儿刚上初
中，除了低保之外，家中几无经济收
入，是李家洼村“贫困户中的贫困户”。

来到李家洼村挂职后，王建宏就把
杨成军家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不但时
常探望他，送去米面油和慰问金，还自
费 3000 元为他购置了护理床具和照明
设施。当地村民说，杨成军曾经一脸愁
容，如今逢人就笑。

“他家比较困难，我应该帮他。”谈
及这些付出，王建宏不紧不慢地说。

在记者要离开杨成军家时，一个行
走不便的中年人走了进来。王建宏告诉
记者，这是他帮扶的对象李体壮。

李体壮因患小儿麻痹症几乎没有劳
动能力，儿子又双耳失聪。王建宏带着
李体壮的儿子看病，去了横山的医院、
榆林的医院、西安的医院⋯⋯

谈起王建宏为他们家做的事，李体
壮掏出一张纸，说这是他托人写的感谢
信，早就想寄给王建宏的单位，却不知
道地址在哪里⋯⋯

细心周到的王建宏，并没有把帮扶
仅仅停留在钱物的资助上。为解决这两
户人家几无收入又没有劳动能力的问
题，他联系协调县电力部门，为他们安
装了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让发出的电
入网，使两家人每年通过“卖电”增加
3000多元收入。

教育的贫瘠影响着横山人的下一
代。2014 年起，华能集团开展了“栋梁
工程·新长城贫困生关爱行动”，每年资
助 50名贫困大学生和 100名高中生。

“我要报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
习农业技术，改变我们横山的农业现
状，因为我们这里种地太辛苦了。”在
横山中学，受资助的高三学生侯巧弟向

记者诉说着自己的志向。侯巧弟家庭十
分困难，华能的资助让她能够顺利读完
中学。

在唐凯看来，华能的助学工程不仅
是经济上的帮助，也是对学生们心理上
的支持，“希望他们上学时心理能够安稳
一些，没有自卑感。同时，也希望他们
能够珍惜机会，学有所成，回报社会”。

一种眼光，塑造新动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要让横
山彻底摆脱贫困，就必须找到符合横山
特点的发展之路。

李家洼村是一个城中村，具有明显
的区位优势，村民收入十分依赖商业经
营和房屋租赁。然而，这里近年来欠账
现象十分普遍，村民收入锐减。

王建宏认为，李家洼必须发展具有
“造血”功能的产业。他带着村干部走出
横山，前往多地考察产业发展经验。村
支书李生苗对记者感叹：“不是建宏带我
们去那么多地方，我哪里看得到外面做
得那么好，又怎么会想到李家洼未来怎
么走？”

王建宏还邀请陕西科技大学的专家
来村里考察，结合横山县发展规划和李
家洼村的特点，制定了 《李家洼村“十
三五”发展规划》。按照规划，李家洼村
将构建生态农业、旅游餐饮、农产品加
工和城乡物流的村域产业发展空间。用
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整合现有资源，
做强集体经济，让村民早日致富。

在双城乡王梁村，作为副县长的唐
凯也在推动着产业扶贫。在深山村落
中，养羊是村民创收的主要手段。由于
缺乏启动资金，很多贫困村难以扩大养
殖规模。为此，唐凯在王梁村设立了
100 万元产业扶持基金试点，累计扶持
200 余名贫困村民，实现了当年放款当
年见效，还款率 100%。尝到甜头的唐
凯在赵石畔镇水掌村等地进一步实施了
互助资金协会模式。为解决贫困户抗风
险能力低的问题，唐凯还协调保险公
司，以低价为贫困户的农产品投保，确
保他们遭遇灾害时不会返贫。

扩大养殖规模并不是唐凯的最终目
的，他考虑的是整个横山的发展。如何
让横山羊打开市场，成为他思考的又一
个问题，而发展电商成了他心中的答案。

在唐凯的努力下，横山县委托中国农
业品牌研究中心，编制完成《横山羊肉品
牌战略规划》。同时，在他的推动下，华能
出资注册“华助农发”、“陕北牧耕”等品
牌，以推动产品标准化的方式推动横山农
产品进入各大电商平台。“通过推动横山
电商与农产品产业发展，形成‘买横山、卖
全国’的产业结构，让村民从根本上告别
贫困。”唐凯的思路十分明确。

同时，唐凯也希望借机把横山打造
成陕北的物流中心，“电商产业的发展，
可以带动经济转型。当进一步完善医
院、学校等配套设施，吸引人才集聚，
便可以形成横山发展的重要一极。只有
发展具有内生动力，横山才能最终摆脱
贫困”。

在华能人的助推下，横山近些年扶
贫效果显著。2014 年，横山县在册贫困
村 110 个，贫困户 18033 户，贫困人口
52974 人。2016 年在册贫困村为 74 个，
贫困户 6106 户，贫困人口 15458 人，三
分之二的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

华能集团10多年来真情帮扶革命老区横山县，演绎了央企帮扶革命老区的新模式——

黄土地上的一场扶助接力
本报记者 袁 勇

在横山采访期间，无论是在榆林市的

扶贫干部，还是在深山村落中的村民，都

对记者反复提起一个名字——牛连启。提

及这个已去世 8年的华能“老扶贫”。

无论是对横山人还是对华能人来说，

牛连启代表着华能扎根黄土地扶贫的不

懈精神。

1998 年，牛连启来到榆林挂职扶贫，

一待就是近 10 年，直至他 2008 年因病去

世。去世前，他在病床上不断念叨的，还

是榆林的扶贫。谈及老牛，村民至今还记

得，酸菜窝窝头他能吃饱，窑洞土炕他能

睡得香，山区草堆上，他与村民促膝长

谈。10 年间，榆阳、靖边、横山，牛连启跑

遍了 3 个县区 60 多个乡镇、400 多个村，

组织实施了 10 多个扶贫项目，使 70 多万

人从中受益。

2008年，牛连启因病去世，唐凯接了他

的班。唐凯说：“老牛临终前送给我一句话，

‘随心所欲不越矩，符合规矩的事，就放开

干’，这也是我在横山工作的动力和原则。”

这一接班，又是近十年。

10 多年华能精神的坚守，背后是华

能人的无私奉献。

王建宏最难过的事情，就是因为见面

太少，年幼的女儿和他太过疏远，“我是个

失败的父亲”。然而，这个失败的父亲，却

成为横山一个失聪孩子的合格“父亲”。

从繁华的北京来到闭塞的深山中，唐

凯遇到了太多的困难。“三思方举步，百折

不回头。”唐凯说，每次遇到困难，念完这

句话，想起老牛对他的嘱托，就重新有了

干劲。

2005 年，牛连启写过一首诗：“相约

在这里，永久地守望着骆驼刺孤零着的戈

壁/守望着没有一棵树木修饰着的群山/

守望着，与风沙相伴，因为坚持真正的生

命定会滋生神奇⋯⋯

华能的精神就扎根在这片贫瘠的黄

土地上，坚持着这种守望。于是，在横山，

路通了，水有了，电来了，生活有希望了，

日子变富裕了。

执 着 的 坚 守
袁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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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长江九江段持续超警戒水
位，武警水电部队多路出击，抗击洪
魔。7 月 9 日，武警水电六支队一大队
110 名官兵从江西新余长途机动赶赴九
江庐山区，担负长江干堤九江段东升
堤、济益公堤的堤坝加固、管涌封堵及
防汛备勤任务。

在这群人里，有一批刚满 18 岁的
新兵。站在前辈们战斗过的长江大堤
上，他们百感交集。1998 年，他们出
生那年，长江大堤九江段发生大决口，
30 万人民子弟兵投入一线抗洪。18 年

后 的 今 天 ， 历 史 的 接 力 棒 交 到 这 群
“98 水电兵”手里，他们踏着前辈的足
迹，肩负起固守长江大堤的使命。

酷 夏 的 红 土 地 烈 日 当 空 ， 地 表 温
度高达 40 多摄氏度，身穿红色救生衣
巡堤的官兵格外显眼。1998 年出生的
列兵鲁金海就在巡堤队伍里，他始终
坚守在大堤一线，每天轮班休息时间
不 超 过 4 小 时 ， 救 生 衣 里 面 的 迷 彩 背
心从未干过，汗水浸染过的军装出现
一道道白色盐斑。在处置东升大堤管
涌 险 情 时 ， 他 连 续 扛 运 沙 袋 4 个 多 小

时，浑身沾满泥巴，两次出现中暑症
状 ， 肩 膀 被 磨掉一层皮，但依然坚持
战斗。“舅舅曾经参加过 1998 年抗洪，
来到舅舅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我非常自
豪，我要为守护长江大堤出一份力。”
鲁金海坚毅地说。

后方也是一片繁忙。7 月 10 日凌晨
4 时 39 分，部队野外宿营地灯火通明、
一片忙碌，营区开设工作正如火如荼地
展开。在一处搭建好的帐篷外面，一名
战士正挥舞着铁镐开挖排水沟，雨点大
的汗水顺着脸庞滴到地上，湿透的迷彩

服基本上没干过⋯⋯
他 就 是 武 精 精 ， 1998 年 出 生 的 列

兵，部队抵达九江后，连续作业 14 个
小时，已是彻夜未眠。铺满碎石的地
面，开挖难度较大，铁镐挖下去还会蹦
出火花。在轮班休息时，中队长发现武
精精的双手磨出 3 个血泡，准备换其他
人 时 ， 武 精 精 却 朴 实 地 说 ：“ 我 力 气
大，挖得快，早一刻完成宿营地搭建，
战友们就能早点住上帐篷。”“98 水电
兵”用汗水诠释了军人血性，他们是最
可爱的人。

用 汗 水 诠 释 军 人 血 性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通讯员 徐迎华

张永祥练“绝活儿”的方
法比较独特，一有空闲就走到
震耳欲聋的柴油发电机前闭
目倾听，去捕捉游丝一般的杂
音。“老师的耳朵就是一个听
诊器，他能在 167 分贝嘈杂的
环境里听出发电机细微的反
常，直接判断出故障点。”张永
祥的“高徒”朱汉鹏这样评价
恩师。

张永祥是济南铁路局济南
车辆段济南乘务车间乘务三队
队长，主要负责 30KW 柴油发
电机组的库检、发电车乘务以
及较大故障的临修工作。在别
人眼中，火车的发电机房是一
个时时散发着热浪的“烤箱”，
可在 52 岁的张永祥看来，柴油
发电机却是有血有肉的生命：
控制电路板是发电机的大脑，
高压油泵是心脏，进回油管是
血管，空气滤清器则是肺。

发电车是一个移动的发
电站，它为全列车的每个车厢
提供电源,保证列车上灯具、
电茶炉、电气化厨房和空调的
正常运转。一旦发电车出现
故障导致停电，空调机组不能
正常运转，车厢就会立刻变得
如闷罐一般，所以，发电车的
检修必须细致入微。

8 月 15 日中午，36℃的高
温让济南酷热难耐。在济南
车辆段客整场，张永祥正和工
友在如蒸笼般的发电车内忙
碌着。在入库检修时，柴油发电机必须全部启动，发电
车产生的热量使室温保持在 70℃以上，柴油机散发的
热浪混杂着浓烈的柴油味让人难以忍受。张永祥在里
面一待就是一个多小时，不到 20 分钟，他的衣服已全
部湿透，汗水从衣襟、袖口处流下。“我们一天至少要换
四五身衣服，衣服上的汗水能拧满半瓶矿泉水瓶。”提
了提紧贴在上身的工装，张永祥把一瓶水一口气倒进
了嗓子里。

把耳朵练成“听诊器”，并不是因为张永祥听力超
群，而是因为他对柴油机构造烂熟于心，积累了发电车
维修经验。

今年 5 月 15 日 21 时，工友们对济南至金华西的一
趟列车的发电车检修完毕、确认一切正常后，张永祥依
照惯例上车巡视。他屏息静听，听出了不同寻常的声
响，但再次启机检查，竟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没有发现问题才是最可怕的问题，今晚必须甩
车，待明天进行分解检查后，再决定是否正常使用。”在
张永祥的坚持下，段调度下令换挂备用车。

随后的检查结果让人吃惊——柴油机凸轮轴剥
离。要不是发现及时，要么影响列车供电和正常运行，
要么造成柴油机报废，而一个柴油机凸轮轴就价值 10
几万元。

发电车送回厂家返修时，厂家技术人员对张永祥
的“绝活儿”竖起大拇指。因为如此细微的故障，在
170 多分贝的嘈杂环境中，仅凭两只耳朵就能作出判
断，实属不易。

5 月 22 日 20 时，在验收济南开往南通的 K771 次
列车时，张永祥听见该列车的发电车柴油机 1 号机有
异响，随即通知技术员联系上海厂家。厂家人员到场
时判断为柴油机故障，而张永祥“诊断”为发电机故障，
最终，发电车入场返修。技术人员将发电机分解后心
服口服，确实是发电机联轴器和发电机转子轴径向间
隙过大。一台发电机价值 10 万元，如果不是发现及
时，它将会把旁边的柴油机打坏，损失很大。

不仅如此，张永祥还能“远程诊断”。7月 25日，由
张家界始发开往济南的 K8322 次列车的发电机出现
故障无法启机，乘务员打电话向张永祥求援。按照张
永祥的指点，乘务员一步步排查故障点，最终发现了柴
油机 PT 泵的执行器出现了故障，经修复后列车顺利
运行。

今年以来，张永祥共修复发电车故障 7 起，有效保
证了铁路客车的正常运输。

“每年的暑运都像是一场大考。用自己的一身汗
水换来乘客的清凉，值！”满脸汗水的张永祥憨厚地一
笑，转身又钻进了蒸笼般的“烤箱”中。 （文/劲 虎）

张永祥

：

把耳朵练成

﹃
听诊器

﹄

8 月 24 日，青海油田采油三厂教导员窦文贞在狮

子沟 205 号采油井巡检。参加工作 25 年的他长期坚守

在采油一线。

位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青海油田是我国最早开

发的油田之一，这里平均海拔超过 3000 米，气候恶劣，

寸草不生。石油人以坚定的信念和毅力扎根在柴达木

盆地深处，用汗水书写下自己无悔的青春。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戈壁滩里的无悔青春

图①图① 保险公司业务员与保险公司业务员与

赵石畔镇水掌村村民代表签订赵石畔镇水掌村村民代表签订

农产品保险协议农产品保险协议。。

图②图② 在李家洼村杨成军在李家洼村杨成军

家家，，王建宏查看光伏发电电表王建宏查看光伏发电电表。。

图③图③ 韩岔镇韩岔村修起韩岔镇韩岔村修起

了首条水泥硬道了首条水泥硬道，，并配备了太并配备了太

阳能路灯阳能路灯。。
图④图④ 韩岔村村民利用机韩岔村村民利用机

井灌溉庄稼井灌溉庄稼。。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袁袁 勇勇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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