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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易地搬迁安置点，灯

光璀璨。

厨房，张婷左右开弓，“噼里啪

啦”，电磁炉炒菜；“咕嘟咕嘟”，电饭

锅熬粥。阳台，妈妈唐玉娥手拿电熨

斗，熨着衣裳。客厅，4 岁的大女儿

淇淇打开 55 英寸的液晶大电视，跟

着音乐边跳边唱……菜出炉，粥出

锅。一家人围坐用餐心满意足。

张婷出生在广西富川瑶族自治

县的山沟沟里。 2020 年，她的家搬

到了富阳镇立新安置点，“这日子简

直比我们富川的脐橙还要甜。靠直

播销售农产品，收入大大增加，腰包

鼓起来，几乎每个月，都要添件新电

器。”南方电网数据显示，今年前 11
月，广西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达 435
亿千瓦时，与 2012 年前 11 月的 168.4
亿千瓦时相比，增长了 158%。

新社区

1516.77 千瓦时！电表里的数字

闪烁着。这是张婷家今年前 11 个月

的用电总量。

“每度电将近五毛三，一个月七

八十元吧。”张婷说，“跟山里比，最大

的变化是电力足、用电稳。”

张婷回忆，搬来前，用柴火烧水，

一到冬天，洗澡就跟打仗一样，必须

速 战 速 决 。 为 啥 ？ 灶 台 只 有 一 锅

水。嫌凉想烧第二锅，根本来不及。

洗完收拾柴火，若不小心身上沾灰，

心情最糟糕。

“家里每月电费也就几元钱，最

耗 电 的 ，是 那 几 个 灯 泡 。”张 婷 说 ，

“ 后 来 也 陆 续 买 了 些 电 器 ，多 成 摆

设：空调带不动，电磁炉热不了。有

次还烧断了电线，‘滋滋’冒烟，吓人

得很。”

搬家后可不一样，手机里的“购

物车”满满当当。轻轻一点，快递到

家：冰箱、烤箱、微波炉，电脑、空调、

热水器，两个电磁炉，一个炒菜、一个

煲汤。“天冷了，我又下单买了暖风

机，给家里老人尽尽孝心。”

物流网络四通八达，末端触角向

乡镇加速延伸，得到实惠的不止张婷

一人。

一部“巴枪”（快递扫描枪），快

递入库出库全解决。富阳镇快递驿

站 快 递 员 柳 小 小 每 天 忙 得 脚 不 沾

地 。 她 每 天 要 处 理 快 递 500 多 单 ，

一半多与安置点有关。“各个快递公

司在这儿都有业务。取件很方便，

用设备一扫就行，来取家用电器的

特别多。”

单富阳一个镇，便有 12 家快递

驿站，平均每天服务接近 7000 人次。

立 新 社 区 用 电 量 也 在 节 节 攀

升 。“ 社 区 目 前 有 搬 迁 人 口 926 户

3925 人，今年前 11 个月的用电总量

超过 144 万千瓦时。除了家家户户

用电，还有路灯 26 盏、电梯 26 部、电

子 门 禁 13 个、车 辆 电 子 识 别 系 统 4
个。光电动车充电桩都有两大组 48
个。”驻村第一书记莫润建说。

电动摩托车是住户标配。搬迁

户唐荣君开了间维修店，补车胎、换

电池，“生意还可以”。

新农村

“今晚到明天，多云，气温 6 到 14
摄氏度，偏北风 3 级。我爱我家，平

安富川靠大家。”刚到路坪村，就听见

村里的气象大喇叭广播天气预报。

新华乡路坪村，是张婷的老家。爷爷

张绍雄舍不得老宅，还留在村里，“10
多年前，怕烧坏电线造成全村停电，

一到用电高峰，就村口这个喇叭都不

敢用。”

那时候，村里最多的电器就是电

磁炉。赶上过节，特别是春节、三月

三、中秋节，十里八乡，来客一多，电

就不够用。电线细、电压低、负荷大，

“小牛拉大车”，电线烧坏，停电半天。

碰到寒潮最危险。电线老旧，抗

冰能力差、融冰技术有限。电线上裹

的 冰 凌 比 手 臂 还 粗 ，很 容 易 倒 杆 。

2008 年初发生的雨雪冰冻灾害，几

个乡镇全都停了电。

为改善供电基础设施水平，当地

建变电站、换变压器、拉电线、“小线

变大线”……做了不少努力，但总归

资金少、投入少，效果不明显。

转机发生于 2019 年开展的农网

升级改造。两年间投入 5.1 亿元，相

当 于 富 川 此 前 20 年 的 电 网 投 资 总

额 。“ 光 是 在 路 坪 村 ，就 投 了 198 万

元，新建 3 个公变台区，改造输电线

路 5.5 公里。”南方电网广西贺州供电

局副总经理钟康说。工作人员去路

坪抢修电路，以前骑摩托车，现在得

开皮卡，不仅要带工具包、安全带，还

有对讲机、无人机、测温仪；以前抢修

得大半天，现在通常一个小时。

走在村里的小路上，扣肉、粉蒸

肉、豆腐酿、辣椒酿、腊肉炒竹笋……

香味扑鼻而来。路坪村党总支书记

唐星说：“如今村民不光电磁炉，家里

其他电器都能放心用。田里也开起

了电机。收入更是节节高，如今人均

年收入 10800 元。”

新经济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瑶乡婷妹

子。富川脐橙大丰收，九分甜一分酸，

鲜嫩多汁。喜欢吃的朋友，点击屏幕

下方小黄车购买呦。”直播卖水果，“云

消费”正红火。地头，张婷身着民族服

饰，剥开脐橙，果肉颗粒分明。

2020 年 ，张 婷 创 立 一 家 电 子 商

务公司，在网上帮销乡亲们的农产

品。不到两年，公司已发展到 30 余

人，策划、运营、客服、拍摄等一条龙

运营。合作的主播有 100 多人，分散

在全国各地，各大短视频平台都有账

号，加起来粉丝超千万，各种农产品，

至少卖出了 500 吨。张婷说：“这几

年，手机成为富川农民的新农具，直

播带货成为新时尚，‘春芋夏梨秋薯

冬橙’，一年到头没有淡季。”

别看现在风生水起，初创时张婷

可没这么顺。县乡村冷链物流发展

不均衡，导致产品口碑上不去，成本

下不来。“有回滞销，脐橙烂在地里。

瞥见果农偷偷抹泪，我心里很不是滋

味。”张婷说，“直到县里农产品电商

产业园开园，我心里才踏实。”

产业园内一接通电，分拣设备、

预冷库、自动称量装箱生产线就运作

了起来。产业园整合了仓储、分拣、

运输等各项服务，自 2020 年 7 月运营

以来，年均加工水果 3500 万斤，电商

水果快递件 200 万件。张婷也把公

司的加工团队搬来，仅水果打包这一

项，就带动 60 多名农民增收。富阳

镇蒋家寨村村民毛碧英在她公司务

工，一个月能挣 3000 元。

电商发展了县域经济，也让更多

人端稳了饭碗。2021年，富川电子商

务 交 易 额 超 过 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0.79%，当地现有 2363家各类电商从

业主体，带动就业 2.3 万人。借助“互

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更是提速升

级。2021年，当地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达 2175万元，同比增长 92.24%。

要说张婷家哪个电器用得最频

繁？“那肯定是直播用的环形补光灯

喽。大小不同，功率也不同，我这个

大的更耗电。但直播效果好，能帮老

乡们卖更多货。”张婷笑着说。

最近，记者再次见到张婷，她正

搭着手机架、调试补光灯，准备参与

“ 清 橙 计 划 ”促 农 助 学 志 愿 服 务 项

目。目前，该项目累计帮助果农销售

脐橙 23 万多斤，销售额近 160 万元，

爱心款资助金额达 47466 元。

如今，富川正在大力推进电子商

务进农村。暖洋洋的补光灯下，直播

中的张婷，笑得很甜。

本期策划：殷新宇 吴 燕

吕 莉

本期统筹：蒋雪婕 祁嘉润

郭雪岩 王子凯

从山沟沟到县城边，广西姑娘张婷—

电商带富农家
本报记者 张云河

电力，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

关乎民生温度。如今，我国电力装

机 容 量 和 发 电 量 稳 居 世 界 第 一 。

2021 年 ，城 乡 居 民 生 活 用 电 量

11743 亿千瓦时，与 2012 年的 6219
亿千瓦时相比，增长了 89%。 2022
年 前 11 月 ，城 乡 居 民 生 活 用 电 量

1210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在

奔涌的电流前端，旧家电更新换代，

新电器“飞”入千家万户，人们的幸

福感随之增长。

小小家庭电费单，折射生活大

变迁。近日，记者分别走进上海、广

西一城一乡两户人家，从生活的细

节中感受时代的日新月异。电表上

的数字不停跳动，是我国经济发展

的强劲脉搏，展现着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编 者

上 海 市 北 郊 馨 佳 园 ，冬 日 的

第 一 缕 阳 光 照 进 客 厅 ，扫 地 机 器

人“苏 醒 ”，忙 碌 起 来 。 厨 房 里 香

味弥漫 ，66 岁的上海居民储新卫

手脚麻利，准备着一家人的早点，

“女儿一家住对门，过来吃完就去

上班。”

老储以前住在市中心，地段繁

华，却是“蜗居”，人都住得紧巴巴，

更别说多摆进几样大家电。如今，

两套房，家用电器样样齐全。

换新

自 打 上 世 纪 80 年 代 搬 进 老

房，老储一家在 50 平方米的空间

里，一住就是 20 多年。2009 年，上

海在市郊规划建设 6 个以保障性

住房为主的大型居住社区，老储申

请到三居室。女儿储玉婷结婚了，

一家三口，也符合申请资格，选了

对门的两居室。

2012 年，老储搬进新家，换了

液晶大电视，还给每个房间都装了

空调，“老房只有一台壁挂式空调，

太旧了，每次打开都轰轰响，只有

热得受不了才开一小会儿。”

“当年搬新家，第一个月去交

电费，紧张啊，家里面积大一倍，又

添置了冰箱、微波炉、电饭锅……

不知电费要涨到哪里去。结果一

看，每个月还是 200 元左右！”想起

当 年 的 场 景 ，老 储 说 ，“原 来 旧 电

器 这 么 耗 电 ，叫 我 花 了 这 么 多 年

冤枉钱。”

住进新房，储玉婷生了二宝。

转眼就是 7年，大宝长成小伙子，二

宝也该上小学，刚搬家时簇新的电

器镀上岁月的痕迹。

有的“年老力衰”：厨房里，菜刚

下锅，锅却不热了，一阵手忙脚乱；到

了夏天，空调制冷差，解不了暑……

其余的也有些“力不从心”：单

门 冰 箱 不 够 大 、热 水 器 烧 水 时 间

长、电视机画面不够高清……

老储仔细，跑家电商场，和线

上渠道比对，加减乘除，单子拉了

一长串。“搬进新家也有 7 年时间，

家电该更新换代了。”有了上一次

的经验，老储下定决心，“全换了，

都要节能的。”

电 器 陆 续 更 新 ，都 是 国 产 品

牌，能效标识大部分是最省电的 1
级。“电器都换完，一查表，一个月

140 多元，电费还省了 60 元。”老储

很满意。

智能

不过最近两年，这位“老上海”

家的电费支出开始一点点增加，特

别是今年夏天经历一场酷暑，前 10
个月平均下来每个月电费 170多元。

“电费为啥多了？还得从这儿

说起。”老储指了指家门口。

对门的女儿家，平时吃饭都在

老两口处，但电费单一拉，“小家”

的电费居然和“大家”的差不多。

女儿家天天洗澡洗头，一到晚

上，暖风机、吹风机响不停。对于

年轻人的生活习惯，老储有些不理

解，更让他不理解的是女儿家新换

的 门 锁 ，“1000 多 元 买 个 锁 ，真 奢

侈。”老人时不时念叨。

没想到，过了几天，一阵穿堂

风把老储关在了门外，只能在智能

锁 上 输 密 码 先 进 女 儿 家 ，等 老 伴

回来。

思前想后，老储让女婿下单了

同款门锁。从此他逢人就夸：“每

天去对门十几趟，过去趟趟心里要

留意。现在好了，出门买菜也不用

带钥匙。”

一把锁，打开了智能的“大门”。

智能音响、智能开关、智能扫

地机器人、智能宠物摄像头、智能

马 桶 盖 …… 下 单 根 本 停 不 下 来 。

“这叫物联网。”储新卫打开手机，

“你看这个智能开关，家里各种电

器的遥控器十几个，要么弄混了，

要么就找不到了，现在多清爽，手

机一点，空调就开了！”

“电器买来就是用的。”储新卫

把空调调到制暖模式。不一会儿，

暖风萦绕着客厅，他忙里忙外，做

的一桌子菜，都还热乎着。

“这几年我想通了，身体健康

最重要！以前舍不得开空调，天冷

天热都硬扛，省下的电费还不够付

医药费的。”老储说。

扩能

2014 年，储新卫家收到一张通

知单：为了增加一处新的变电站，

小区要在一个时段停电施工。“电

器那么多，我家也没跳过闸，为什

么要扩容？”储新卫心里嘀咕。

老储刚搬家那一年，小区入住

率不到一半，周围也比较空旷。不

过 ，短 短 三 四 年 ，商 务 楼 、购 物 中

心、医院、学校等拔地而起，这里逐

渐热闹起来。

“馨佳园刚建成时，用电主要

来自附近的陆翔站变电站。根据

城市规划，我们设计之初就预留了

两个变电站，当用电量达到一定程

度再启动附近的潘广站。”国网上

海市电力公司发展策划部规划二

处处长石方迪介绍。

居民分时电价 2000 年就在上

海推出，经过多年调整，目前对于大

多数居民家庭而言，早上 6 点到晚

上 10 点实行峰时电价，每度 0.617
元；晚上 10 点到次日 6 点为谷时电

价，每度 0.307 元。这改变了许多

上海叔叔阿姨的用电习惯。储新

卫的老伴杜成秀晚上 10 点掐点洗

衣服、洗澡；将第二天早上的杂粮粥

提前备好料，放入电饭锅，设置成清

晨 5点开始煮，6点多起床就可以吃

到香喷喷的早餐粥……

不过，随着居民年轻化以及消

费理念变化的共同作用，分时电价

调节电网压力的效应开始减弱。“现

在的 80 后、90 后，很少人晓得电价

什么时候更便宜。”石方迪笑着说。

还 有 很 多 新 需 求 ，也 带 来 了

新 考 验 。 2019 年 ，小 区 地 下 车 库

正式开放，“最开始只有 30 多台新

能源车，现在已经将近 100 辆了。”

社 区 书 记 何 赟 说 ，在 车 库 里 走 一

圈 ，立 的 充 电 桩 不 少 都 是 国 产 品

牌。储玉婷很是心动：“我打听过

了 ，新 能 源 车 电 费 一 个 月 三 四 百

元，比加油便宜多了，特别适合上

下班通勤开。”

区域电网能否承接这些变量、

增量？2022 年夏季用电高峰，小区

所属的上海市北电网最高负荷创

历 史 新 高 ，陆 翔 站 主 变 负 载 率 达

86%，潘广站达 92%。眼下，更高能

级的月晖站、天仁站、彭家站正在

建设中。

告别老储，走出馨佳园，正是

华灯初上。上海的夜，车水马龙，

处处流光溢彩。

从旧家电到智能家居，上海居民储新卫—

打开智能“大门”
本报记者 季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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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六点半，窗外飘起零

星 雪 花 。 送 走 最 后 一 位 求 职

者，党的二十大代表、吉林省白

城市洮北区公共就业服务实训

中心主任于砚华坐回工位，架

起手机，准时开始直播带岗。

“今天的岗位，我提前分成

了文员、工人、管理几大类。大

家按需要听，有问题随时问。”

从岗位要求到福利待遇，于砚

华介绍得仔细，说到工资、联系

方式等关键处，放慢语速。

直播半小时后，观看人数

近千人。屏幕上不断滚动各类

问题，于砚华一一耐心解答。

桌面上，各类资料堆得满

满当当，随手翻开一页，上面勾

得密密麻麻，“待遇、政策，不仅

要答得顺溜，更不能错。”于砚

华说。

2004 年，于砚华开始负责

洮北区公共就业服务实训中心

工作，截至目前，中心累计服务

求职者超 40 万人次，举办招聘

会 1400 场 。 于 砚 华 个 人 职 业

介绍成功率在 90%以上。

近几年，于砚华尝试在视频

平台发布招工视频、直播带岗，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就业

公共服务体系，完善重点群体就

业支持体系，加强困难群体就业

兜底帮扶。我们的服务方式也要

与时俱进、多措并举。”如今在洮

北区公共就业服务实训中心，线上线下服务同时展开。

“我是残疾人，直播里没看到合适的岗位，能帮忙找

个活吗？”一则留言引起了于砚华的注意，“我把中心地址

发给你，咱当面聊。”

陈霞今年 50岁，腿部有些残疾，常年在家照顾瘫痪长

辈。“前一阵丈夫退休了，白天能搭把手，我就想挣点钱补

贴家用。可一看岗位要求，发现自己啥都不会。”陈霞忍不

住叹气。于砚华拉着她坐下，问道：“妹子，你在家咋照顾

病人的？”陈霞打开了话匣子，营养备餐、更换床垫、理发聊

天……说得细致，“谁去咱家，都夸一句我照顾得好。”

“能照顾好人，就是本事。”低头琢磨了一会，于砚华推

荐了育儿师岗位，“护理工作、薪资也高。”于砚华现场为陈

霞对接了家政公司，免费培训，考取资格证后安排入职。

“她现在已经上岗了，照顾一个 3 岁孩子。这不，前

几天还发语音说准备继续学营养师呢。”于砚华说。

“困难群体，各有各的难，我们服务更要耐心细致。

不仅要与求职者沟通，更要主动对接企业。”出席党的

二十大回来后，不到一周，于砚华走访了洮北区几家新

开工企业，“中心每周梳理未就业困难群体信息，细分类

型，再有针对性地联系企业、找寻岗位。”

今年以来，洮北区公共就业服务实训中心已累计帮

助 8000 多名求职者就业，其中困难人员千余人。

“华姐，我刚给企业打完电话，明天就去面试了。”一

个多小时后，直播即将结束，带岗超过 50 个，一条“报喜”

留言刷过，于砚华也跟着高兴。

“就业服务要因人施策，帮求职者找到通过勤奋劳

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趁着周末休息，于砚华打算

再去企业转转，“有个冲压工岗，有人觉得工作环境噪

声大，我去实地看看，也顺便问问企业主愿不愿意一起

参与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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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确保政策精准可持续；健全资金分配管理

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作的全国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长江保护法实施情况的

报告。报告介绍了长江保护法实施一年多来依法治江护

江兴江取得积极进展，指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贯

彻实施长江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强化学习宣传，全面贯

彻实施长江保护法；突出生态修复，依法推动长江生态环

境保护；落实法定职责，依法强化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

理；加强顶层设计，凝聚长江大保护工作合力；健全法规

标准，完善长江保护法治体系。

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证照分离”改革涉及暂时调

整适用法律有关情况的中期报告。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对各方面

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9203 件，统一交由 208 家承办单

位研究办理。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郭振

华、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分别作的关于十三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

告。报告显示，今年的代表建议提、交、办工作顺利推进，

圆满完成，代表建议工作机制日臻完善。各有关方面贯

彻党的群众路线，认真办理代表提出的建议并答复代表，

提高办理效率，抓好成果转化，进一步增强代表建议办理

实效。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

春耀作的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以来暨 2022 年备案审查

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五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接

收报送备案的法规、司法解释及特别行政区法律共 7261
件。经过持续努力和有力推动，备案审查工作逐步实现

显性化、制度化、常态化，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备案

审查制度机制在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维护国家法治统

一、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利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彰显。报

告 还 介 绍 了 2022 年 备 案 审 查 工 作 总 体 情 况 并 提 出 了

2023 年工作初步安排和考虑。

会议听取了公安部副部长、国家移民管理局局长许

甘露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关于深化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

法就业外国人治理情况的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明、沈跃跃、吉炳轩、

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蔡达峰、武维华，秘书长

杨振武出席会议。

国务委员赵克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部分省

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副省级城市人大常委会

主要负责同志，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