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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今年汛期，京津冀、东北等地出
现极端降雨，引发洪涝和地质灾害，
灾后重建牵动人心。这个寒冬，受灾
群众住进温暖的房子了吗？取暖设备
设施维修恢复了吗？

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住有所
居是关键。据人民网报道，寒风凛
冽、白雪皑皑，环绕黑龙江省尚志市
老街基乡龙王庙村的大泥河、小泥河
水面已经结冰。村西头的赵志山家，
白墙蓝瓦 3 间新房拔地而起。推开
门，赵志山热情地招呼记者进屋，脸
上带着入住新家的喜悦：“以前取暖
靠火墙、火炕，现在新房用上了地
暖，房间里热乎乎的。”灾后，黑龙
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派出 90 支队
伍赴尚志市等受灾较重地区，完成房
屋安全鉴定 1.87 万户。根据灾损程
度，综合采取维修加固、翻建新建、
借用公房等方式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经过评估，赵志山家被纳入翻建新建
范畴。

据新华网报道，今年8月，洪水
冲毁了吉林省舒兰市开原镇新开村
200 多间民房。两个多月后，200 余
栋新房在地基高、地势平的区域异地
重建。70 岁的村民徐中仁打开门，
热情地把记者引进屋。一道门，隔着
两个季节：屋外，寒风刺骨；屋内，
温暖如春。徐大娘指着房子满心欢喜
地说：“这房子，杠杠的，三七墙，
钢房梁，水泥立柱，地基强，三层夹
胶玻璃，断桥铝的窗。”“三七墙”是
指外墙体有 37 厘米厚，保暖性好，

冬暖夏凉。
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取暖设

备设施需到位。据人民网报道，北京
市门头沟区把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作为硬任务，取暖工作落实落细到每
家每户，对全区的清洁取暖设备进行
入户巡检，具备居住条件住户的设备
维修恢复全部完成。

据央视网报道，河北省邢台市、
廊坊市等受灾严重地区，逐项逐户解
决制约群众温暖过冬的痛点难点。涿
州市组织多轮供热设备设施巡检，加
强对修复设备的监控，确保供热网络
安全稳定运行。

据央广网报道，在灾后恢复重建
过程中，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把按时
保供暖作为一场硬仗，成立工作专
班，组建抢修队，出动600余人次对
全县5台燃气场站及供热设备、供热
管网开展精细巡检、设备升级，修复
燃气管线受损天然气管道 145.85 公
里，修复受损调压箱、阀门井等供气
设备设施198个。

能源供应平稳有序

供暖季能源需求攀升，保暖保供
进入关键期。各地区各部门加大能源
供应保障力度，全力以赴迎峰度冬。

保暖保供，能源供应是基础。据
人民网报道，煤炭行业加快释放优质
产能，全力保障冬季用煤需求，充分
发挥“压舱石”作用。与此同时，在
采暖季开启之前，煤电企业加紧推进
煤炭储备工作，为冬季供电供热攒够

“口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数据显
示，目前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

序，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 2 亿吨。
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加强煤炭生产
监测调度，推动地方和企业合理安排
生产计划，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努力
稳产增产。

据央视网报道，各地主要电厂多
措并举，全力提升能源保障能力，确
保冬季能源供应稳定。位于内蒙古自
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世界在役最大火力
发电厂——大唐托克托发电厂，近日
刚刚完成两台 60 万千瓦空冷机组供
热改造，实现多模式供热，提升能源
利用效率，可满足约 20 万户居民的
供热需求。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11 月
初，中国最大储气库——中国石油新
疆油田公司呼图壁储气库启动今冬供
气。随着储气库注采井采气阀门的开
启，600 万立方米天然气进入管网，
奔向千家万户。今年，呼图壁储气库
完成注气储备任务29.7亿立方米，达
到历史最高水平。

据中国经济网报道，国家管网集
团加速“全国一张网”织网组网，通
过新建主干管道和已建设施扩容“双
管齐下”，消除输送瓶颈，提升冲峰
能力。国家天然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重点项目——天津 LNG （液化天然
气） 接收站外输管道于近期成功投
产，实现与中俄东线等多条天然气主
干管道互联互通。今冬明春供暖季，
进入国家管网集团天然气管网输送的
资源总量预计将超1000亿立方米。

保暖保供，能源运输至关重要。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随着气温转寒，
电煤运输需求日渐旺盛。一列列满载
煤炭的重载列车，在大秦铁路湖东站
集结后，一路朝东向港口奔驰。大秦

铁路西起山西省大同市，东至河北省
秦皇岛市，是中国第一条双线电气化
重载运煤专线，是“西煤东运”的重
要能源通道。为保障电煤运输，大秦
铁路及时畅通集货、疏港、运输各环
节堵点，对存煤不足的电厂随时开行

“点对点”直达列车。
能源既要保供，又要稳价。据新

华网报道，今年供暖季前，内蒙古自
治区通辽市各旗县为没有集中供暖条
件的农牧民，提供平均每户约2吨的
平价“暖心煤”，保障群众温暖过
冬。“‘暖心煤’来得太及时了，到

手一吨300元，比市场买便宜近一半
儿。”通辽市扎鲁特旗巨日合镇牧民
白斯古楞高兴地说。目前，通辽市已
为25.8万户农牧民提供47.5万吨“暖
心煤”。

绿色供暖日益兴起

近年来，各地从实际出发，稳步
推进供暖方式绿色低碳化。在保障人
民群众温暖过冬的同时，促进节能降
碳、守护清洁环境。

核能供暖迎来新突破。据人民日
报客户端报道，11 月 25 日，中国首
个跨地级市核能供热工程——国家电
投“暖核一号”三期核能供热项目在
山东省投运，在为烟台海阳市供暖的
同时，将供暖区域延伸至威海乳山
市，实现零碳热源的跨区域互通共
享。该工程可覆盖乳山市主城区 630
万平方米，预计可替代原煤消耗 23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42 万吨。本供
暖季，“暖核一号”供暖面积合计达
1250 万平方米，可满足约 40 万人口
的冬季清洁取暖需求。

“绿电”供暖进入更多家庭。据
新华网报道，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
市乌审旗开发当地丰富的太阳能资
源，在陶尔庙嘎查建起光伏发电站，
把光电源源不断地送到牧民家里，帮
助牧民使用清洁能源取暖。陶尔庙嘎
查牧民敖特根巴雅尔说：“过去，冬
季烧锅炉需要5吨煤炭，屋里屋外乌
烟瘴气。自从用上光伏发电取暖后，
彻底告别了‘烧煤倒灰’的日子，减
少了开支，家里还干净。”

地热供暖日益受到青睐。据中国
经济网报道，11 月 15 日，中国石化
全面启动今冬地热供暖服务，900余
座换热站陆续投入运行。本供暖季，
中国石化地热供暖能力超 9500 万平
方米，同比增加 15%，可为北京市、
天津市、陕西省、河南省等 11 个省
市的百万余户居民提供清洁供暖服
务，年减排二氧化碳约470万吨。中
国石化还通过新能源智慧化生产运维
管理平台，将738座地热余热站信息
化数据接入平台，推动节能降耗、质
量提升。

氢能供暖逐步兴起。据人民网报
道，陕西省今冬启用首个氢能热电联
产综合能源供热系统，为西安国际港
务区 2 万余户居民集中供暖。据介
绍，氢能热电联产系统由制氢、储
氢、燃料电池发电、电化学储能及余
热吸收等部分组成，将传统燃料电池
的能源利用效率由 40%提升至 95%以
上，是绿色供暖新探索。

日前，在重庆市民族中学举办
的军训汇报表演活动上，彝族学生
切吉惹伍被评为优秀学员，上台领
奖。台下，一位两鬓斑白的女性欣
慰地给孩子鼓起掌。

她叫谢彬蓉，是以切吉惹伍家
长的身份受邀参加活动的。除了切
吉惹伍，还有一大群在重庆上学的
大凉山孩子，把她视作亲密而尊敬
的家长。因为，这些孩子都是她曾
经教过的学生。

据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报道，
谢 彬 蓉 是 重 庆 人 ， 1993 年 入 伍 。
2013 年，大校军衔的谢彬蓉转业后
自主择业，选择只身前往大凉山支
教。“我曾经是一名军人，更应该回报
人民。”谢彬蓉说。

2014 年初，谢彬蓉来到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的一所民办
彝族学校。起初，她只打算完成一个
学期的志愿服务。没想到，首个学期
期末，她在乡中心学校监考时发现，
许多学生的试卷上有着大片空白，
有的学生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谢彬蓉当即决定要继续留下来。

谢彬蓉想到师资最匮乏的大山
深处去。2015年，她来到凉山彝族
自治州美姑县的扎甘洛村教学点。

当时，美姑县十分贫困。村里
不通公路，上山的道路在雨后泥泞
难行，车子旁边就是数百丈的悬
崖。心惊胆战地坐车颠簸了好几个

小时，谢彬蓉才从山下来到山上的
寨里。教学点是一间土坯房，只有
谢彬蓉一个老师。她住的另一间土
坯房，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还
是厨房，偶尔还会有毒蛇和老鼠出
没。起初，谢彬蓉整夜开着灯都不
敢睡。村支书曾担心她受不了会
走，但没想到，谢彬蓉坚定地留了
下来。

学校里只有十来个孩子。谢彬
蓉白天上课，傍晚就到村里挨家挨
户走访，把放羊喂猪的孩子们一个
个拉回课堂。其中，最让她费心的
是一个叫吉克阿果的女孩。

因为要去放羊，吉克阿果经常
无法来上课。有一天下大雨，谢彬
蓉去山上找吉克阿果回校。

雨天路滑，谢彬蓉摔倒好几
次。找到孩子时，她已经浑身是泥
水。谢彬蓉回忆说：“我反复给她父
母做工作，说要让孩子好好读书。
孩子很聪明，不读书太可惜了。”最
终，吉克阿果重回课堂，如今已经
考上了大学。

在谢彬蓉看来，只要能让孩子
们多学知识，将来能够改变命运、
改变家乡，自己哪怕付出再多都是
值得的。支教期间，谢彬蓉不仅没
有工资，而且还自掏腰包，为孩子
们购买文具、书籍以及生活用品。
她还每日督促孩子们刷牙、洗脸和
洗衣服，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和文明行

为。为了这群孩子，她倾注了全部心
血和情感。

2021 年寒假期间，谢彬蓉在重
庆家中摔折了左脚。但还未痊愈，
谢彬蓉就迫不及待地回到大凉山，
拄着拐杖上课、家访。

10 年过去了，谢彬蓉的一头
青丝变得花白。但在她的精心培
育下，孩子们的平均单科成绩和
总成绩都在县里名列前茅。谢彬
蓉说，要说不苦肯定是假的，但
自己是军人出身，那些苦不算什
么。“我去支教，不为什么，就是
想教孩子。我能做多少，就努力
做 多 少 。 看 到 孩 子 们 成 长 进 步 ，

我感到特别开心！”
10年来，谢彬蓉不仅把一个又

一个孩子拉回课堂、送出大山，还
影响和改变了当地村民的思维观念
和生活习惯。村民们越来越支持孩
子上学接受教育了。更让谢彬蓉感
到欣慰的是，得益于国家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等政策，大凉山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子里的道路
变好了，老学校那边，住土坯房的
村民都迁到彝民新村集中点去了，
那里通水、通电，非常方便！”谢彬
蓉说。

今年 9 月，扎甘洛村教学点撤
点并校，学生都集中到了新建的中
心校上学。谢彬蓉结束了驻点支教
任务，暂时告别大凉山，回到重
庆。接下来，谢彬蓉将定期送教，
为孩子们辅导功课。而对于那些走出
大山、来重庆上学的孩子，一到周末
和节假日，谢彬蓉就会把他们接到家
中，为他们做饭，辅导他们学习，一如
当初在扎甘洛支教时那样。

谢彬蓉的故事感动了许多网
友。网友“梦晶”说：“谢老师心中
有大爱，向您致敬！”网友“一然”
说：“向军人致敬！为人民服务，令
人感动。”

又是一年供暖季，网友热议温暖过冬——

“家里暖和，心里热乎”
本报记者 潘旭涛

近期，受寒潮天气影
响，中国多地气温骤降，北
方地区已全面进入供暖季。
冬季供暖涉及千家万户，是
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各地区各部门正全力保
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确保
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在互联网上，不少网友
晒出自家室内温度，并表
示：“今年供暖提前了”“一
回家，暖意融融”“家里暖
和，心里热乎”。

她是退役大校，大凉山支教十年
本报记者 李 贞

近年来，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积极培养“新农人”，
让手机电脑成为“新农具”、网络数据成为“新农资”、
直播带货成为“新农活”，以数字科技赋能乡村振兴。

44岁的乡村主播朱茶香和丈夫张显平，就是来自铜
鼓县大塅镇古桥村的“新农人”。几年前，他们回到家
乡，用相机记录农村的美好生活，并通过直播带货，把
铜鼓县的土特产卖出大山。图为11月22日，朱茶香和丈
夫张显平在拍摄制作乡村美食的视频。

周 亮摄 （人民图片）

“新农人”逐梦乡野间“新农人”逐梦乡野间

11月21日，一列满载电煤的货运列车奔驰在通 （通辽） 霍 （霍林河） 铁路线上。 李季春摄 （人民图片）

11月28日，安徽省滁州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该市南谯区一处热力站
对供暖用电设备进行检修。 宋卫星摄 （人民图片）

11月 13日，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热力分公司组织专业人员对供暖设
施进行巡检。 刘智峰摄 （人民图片）

谢彬蓉 （右） 为学生补习功课。
（图片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