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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头挑着社情民意，一头挑着发展大计，这是基层代表委员扎根基层肩负的重任；身处一线破难题，紧扣发展抒胸臆，这是基层代表委员履职尽责的真实写照。

透过他们深入调研思考后的提案议案，倾听他们朴实的心声，可以感受中国经济社会最真实的脉动。身处能源行业的代表委员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他们的所作
所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与时代同频共振,为能源事业发展戮力前行。

他们了解民生民愿，抓住产业痛点，精心准备议案建议。新的一年，他们将用实际行动继续书写履职答卷，演绎鲜活生动的履职故事。

在基层，演绎精彩履职故事

油气是战略资源，关乎国
计民生和国家安全，保障油气
供应责任重大。当好端牢能源
饭碗的科技支撑力量，油气田
技术专家重任在肩。

“保障油气安全，我们使
命光荣。”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油气田
开发首席技术专家文绍牧语
气坚定。

2023年，文绍牧呼吁支持
鼓励页岩气勘探开发，希望政
策在补贴和用地方面给与更
大支持。相关部门对此关注
并予以回复，并正在研究探讨页岩气勘探开发
补贴相关支持政策。“这给了我信心和鼓励。”
文绍牧说。

今年全国两会，文绍牧带来了油气勘探开
发的好消息：西南油气田在广元部署的万米深
地“超级工程”——深地川科 1 井已钻至 5351
米，正安全平稳向万米进军。

不仅如此，西南油气田中深层长期稳产，深
层加快建产，新层系战略增储。2023年，该油气
田年产天然气 420 亿立方米，建成千万吨级页
岩气产区，川南地区页岩气年产量已连续 4 年
突破 100 亿立方米，历年累计产量达到 621 亿
立方米，实现国内页岩气储量、产量“双领跑”，
高质量发展按下快进键。

油气产量持续高增长的背后，是地质“天赋
异禀”，但更靠“后天努力”。

对业务和重大项目设计把关，为企业长远
发展出谋划策，为行业发展和人才培养规化建
言；从事油气田开发专业技术、管理工作29年，
主持国家级项目1项，参与国家级项目3项，参
与省部级项目7项……从技术骨干到管理人员，
再到首席技术专家，文绍牧始终聚焦打破油气
田开发领域技术瓶颈的攻关研究，大力推进管
理创新，解决复杂气藏开发面临的痛点和难点
问题。在高含硫气藏安全清洁生产、效益开
发、精细管理等方面树立标杆，为四川地区油
气田开发作出了积极贡献。

未来，川渝两地如何端稳能源饭碗？新的
一年，文绍牧带着更“精准”的建议，赶赴新的履
职路。在他看来，确保千亿立方米天然气生产

基地高质量建设，油气探矿权到期延续不限续
期次数、优先支持在四川盆地开展天然气与新
能源深度融合发展、加大用地保障政策支持力
度很重要。

他建议，国家层面应优先支持在四川盆地
开展天然气与新能源深度融合发展，实现水风
光气电多能互补融合发展，推动气电“两部制”
电价政策落地实施。他还希望，国家对生产基
地建设给予用地专项支持，建立用地绿色通
道，加大用地保障政策支持力度。

填满西南油气“大粮仓”，文绍牧一直在
路上。

记者手记

油气是保障能源安全的压舱石、顶梁柱。油
气增储上产离不开科技“利器”的强有力支撑。

未来，重大核心理论技术的革命性颠覆性
作用将更加凸显，迫切需要以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攻克“卡脖子”难题，实现油气勘探新突破，
持续提升油气资源供给能力。

掌握技术，锻造“利器”，因地制宜发展新能
源，是国家的战略方向，也是像文绍牧这样的油
气技术专家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抓上产、促攻关，将“关键变量”转化为“最大
增量”，实现增储上产他很忙。探新路，着力推进

“天然气+新能源”业务协同发展，落实工作部署
他不慌。在增储上产和新能源协同发展的路上，
扎根一线的技术专家们将不断抢占技术高地，助
力国家夯实油气“粮仓”。

灯泡不亮了谁来换？电表坏了找谁修？电路
跳闸怎么办？

“我来！我的工具包里有各种插座、开关、灯
泡、螺丝和数据测算仪器，哪里需要我就去哪
里。”全国人大代表、国网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
心社区经理钱海军快人快语。

在浙江慈溪，“用电有困难，请找钱海军”早已
深入很多居民的心里。

“在社区客户经理的岗位上，我每天都能接触
到很多用户，以及来 自 他 们 的 各 种 需 求 和 诉
求。日常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就是我履职尽责
的源头和活水。”今年是钱海军第二年参加全
国两会，他深感责任更重。“这一年来，我深入
基层一线调研，主动听取社区居民对于用电及
公共服务的需求，并走进宁波的多家企业和多
个工业园区，针对不同类型的群体开展调研，积
极宣传节能降碳理念，倡导全社会共同参与节
能和负荷管理。”

很多年前，钱海军去一位老先生家里修日光
灯，正要拿出工具检测时，老先生说：“你把启辉器
拿掉就行。”照此操作，日光灯果然亮了起来。

“原来是老师傅啊！您以后有空，可得教
教我。”老人听后却摇摇头：“老了，连个灯泡
都换不了喽！”

这句话深深扎进了钱海军心里。回家后，他
写出500张名片，上面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和“电力
义工钱海军”7个字，分发给需要的居民。

从一盏灯到千户万灯，钱海军走出职责范围
内的 9 个社区，为全宁波的孤寡空巢老人提供服
务，从电工变成了“活雷锋”。

“千户万灯”在慈溪的探索，让
钱海军走出宁波，带领志愿者走进
云南文山州田蓬镇田蓬村了解用
电情况，走进四川凉山州推进“千
户万灯”并对残疾人家庭室内照明
线路进行改造。“看到亮堂堂的家
和他们满足的笑脸，我真的很开
心。”钱海军说。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钱海军带
动身边1200多人参与志愿服务，发
起“千户万灯”“星星点灯”“暖心空
巢”等公益项目，累计帮扶 3 万余
人。同时，开展乡村电工培训班，授
之以渔，一步步实现照亮计划、成长

计划和圆梦计划。
今年全国两会，钱海军带了新建议。“我发现，

相比工商业领域，居民在生活中的节能降碳意识
不足、措施不够、氛围不浓，更多体现在口号与宣
传上，缺少配套管理制度与评价标准，我提出了
把节能降碳工作与‘未来农村’‘未来社区’等典
型场景建设相结合、搭建家庭用能与碳排放可
视化平台、推动家电制造产业结构转型三点建
议，旨在将抽象概念转换为具体实践，把节能降
碳充分融入到百姓生活中，转化为行为自觉。”

“明年，‘千户万灯’满十年。”钱海军说，“我希
望能一直做下去，也会一直拎着工具箱走在为人民
服务的第一线，让灯亮万家，把安全宣传到家。”

记者手记

每每提到那些喊他帮忙的街坊邻居，钱海军
脸上就绽放出满足的笑容。行走23万余公里，服
务7万余人……“万能电工”钱海军走进了困难家
庭、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让星星之火汇聚成
燎原之势，照亮了百姓心中的那盏灯。

穿上电网工装，钱海军是为居民用电服务的
“电工110”，第一时间解决大家用电问题；套上志
愿者马甲，他是老弱病残身边的亲人和义工，守
护大家的用电安全；带出一群“钱海军”，他是服
务群众的红色“聚能环”。

从“千户万灯”的照亮计划，到培养乡村电工、
建设乡村电器赋能站、帮扶困难残疾人创业的成
长计划和圆梦计划，更多的“钱海军”正照亮一条
条有奔头、有希望的光明之路。

“坚持‘富矿精开’，构建锰行业绿色制造体系”
“攻克多项关键智能变电难题，探索深化智能技
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南方电网贵州铜仁供电
局变电智能作业班副班长周敬余“惦记”着锰污染
治理工作，绿色、数字是他过去一年听民情、解民忧
的关键词。

周敬余所在的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
（以下简称“松桃县”）探明锰矿储量约7.4亿吨，是全
国重要的锰产区之一。在该县六年的电网运行巡
维工作，他见证了当地综合治理锰污染、探索锰产
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全过程。

为进一步推进锰污染治理工作，去年，周敬余
提出支持铜仁持续推进锰渣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
利用的建议。该建议不仅得到国家有关部委的回
复，也得到了所在单位和地方的大力支持。

目前，南方电网在松桃县建成贵州首座智能
化变电站，为推动锰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
电力保障。铜仁供电局为松桃县电解锰渣资源化
综合利用企业建立供电方式和负荷特点等服务台

账，优化供电方式，提出电能替代建议。与此同
时，年产量 100 万吨的电解锰渣资源化综合利用
项目也于 2023 年 11 月正式投产，实现了电解锰渣
超低排、高利废、超节能的综合利用。

在关注锰污染治理的同时，周敬余也注意到，
绿色发展驱动下，应加速数字变电技术迭代升级进
程，实现数字化产业发展升级，协同推进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让家乡更美。

变电站是联系发电厂和用户的中间环节，直接
影响电力系统的安全与经济运行。在走访调研
中，周敬余注意到变电站运维站点多、跨度广、维
护难等难题。

一年来，他带领变电智能运维攻坚团队，跑遍
铜仁 10 个区县、159 座变电站、36000 余个巡视点，
运用数字化技术，攻克多项关键智能变电难题，探
索深化智能技术在变电专业应用，通过红外摄像
头进行巡视设备，用 AI 自动识别缺陷，推动故障
快速处理。

随着周敬余和团队自主开发的“智慧变电运行

支持系统”上线运行和迭代优化，以往
9-10天现场巡视维护的工作量，如今
只需一键启动远方的站内摄像头，1
个小时内即可完成自动巡视、自动分
析和 AI 模型辅助决策，大大提高工
作效率，提升了电网安全运行管理水
平。特别是在去年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时
期，通过智能化巡视监测电力设备运行情况，及时
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了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今年，我还要为推动清洁能源入黔发声，希望
能将青海、新疆清洁能源基地送电贵州接力‘西电
东送’等项目纳入国家‘十五五’电力发展规划并
推动实施，加快推进贵州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建
设。”周敬余说。

记者手记

他是同事口中的“找茬余”、急难险重冲在前面
的“先锋余”、企业改革发展的“创新余”，也是敢为

人先、推动变电“数智”的先行者。
25年来，周敬余扎根一线，从一名普通员工成

长为行业顶尖的技能专家，打造了独步国内外的技
术名片——数字变电站。

坚守一线，以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连续十年
实现保护正确动作率100%；攻坚克难，攻克15项数
字变电站核心难题，建立20个智慧算法模型、13个
分析评价模型，为企业节省资金超千万元……

周敬余带领团队完成19座110千伏及以上变电
站的数字化改造，完成300多套保护装置的技术改
造，为“数字电网”贡献了力量。去年他的建议得到
接纳肯定，给了他很大信心，今年，他希望进一步推
进清洁绿电入黔，促进贵州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扎根大扎根大西南西南,,
深耕油深耕油气气““大粮仓大粮仓””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油
气田开发首席专家文绍牧的履职故事

■■本报记者 渠沛然

时时代代““点灯人点灯人””
点亮点亮万家灯火万家灯火

——全国人大代表、国网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
区经理钱海军担当“万能电工”

■■本报记者 渠沛然

扎根一线扎根一线，，让让数字赋能电网运维数字赋能电网运维
——全国人大代表、南网贵州铜仁供电局变电智能作业班副班长周敬余的履职故事

■■本报记者 渠沛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