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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暑期来临，用电量增
加的同时，环境气温也在快速上
升。近日，为保障高温天气的用电
安全，国网晋中供电公司灵石县供
电公司对所辖变电站开展迎峰度
夏特巡，全力保障电力供应。

在巡视过程中，工作人员针对
夏季高温高负荷的特点，重点对
断路器、隔离开关、穿墙套管、变
压器等关键设备开展红外测温，
采用站内加装的无线测温监控系
统对开关柜内温度进行实时监
测；查看了主变油温油位以及 SF6
断路器压力表示数是否正常，端
子箱驱潮装置是否正常运行。同
时对站内冷却系统、通风装置进

行了全面检查，确保散热设施正
常工作。

针对夏季的极端雨水天气，该
公司同步加强站内防汛检查，重点
排查电缆沟封堵、排水设施运行情
况；对站内配备的沙袋、水泵等防
汛工器具进行清点检查，做好预防
性准备工作。“我们会密切关注负
荷变化和天气情况，有针对性地对
变电站开展特殊巡视。”该公司变
电运维人员表示。

下一步，该公司将继续以高标
准、严要求进行隐患排查，积极做
好夏季的保电工作，为居民和企业
用电提供坚实的电力保障。

（郭超文 张志达）

国网灵石县供电公司

迎峰度夏战高温 保电护航筑安全

本报讯 今年以来，灵石经济
技术开发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锚定“双碳”目
标，大力推进清洁能源项目建设，
积极培育绿色低碳新动能，构建起

“政府统筹、市场主导、多方参与”
的工作机制，在产业园区内因地制
宜规划建设清洁能源项目，践行碳
减排与绿色可持续发展，为区域经
济发展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

屋顶变电站，绿电助生产。在
灵石经济开发区的段纯产业园区
内，灵石中煤九鑫焦化有限责任公
司充分利用厂区2.1万平方米的屋
顶新建的2.5兆瓦分布式光伏板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这个年发电量为
263万千瓦时的项目采用“自发自
用、余电上网”模式，显著降低企业
对传统能源的依赖，降低了企业用
电成本，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每
年可为企业节约成本 30 余万元，
为产业链注入绿色动能。

荒坡铺绿电，土地更高效。灵
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充分利用山地
资源和光照条件，加快推进新能源
项目建设。在段纯产业园区荒山
上，一个占地面积约 4000 亩的风
光储一体化 100MW 光伏项目实
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成为当地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该项目建设总
容量 100MW，建有一座 110kV 升
压站和 4 回 35kV 集电线路，每年
可发电量约 15000 万 kWh，产生
营收约 5000 万元，项目采用光伏
与储能充电相结合的方式，在提
高发电效率的同时，降低光伏发
电峰值，过程中不产生任何污染
物。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为
1.77 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省标煤
5.4 万吨，减少烟尘排放量约 5.67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14.7

万吨，将有力助推当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实现。

农光互补，多模式建设。灵石
经济技术开发区因地制宜建设光
伏项目，实现了光伏发电与农业、
林业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在段纯
产业园区内，山西鑫奥特农业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的农牧大棚项目引
人注目。只见屋顶一排排深蓝色
的光伏板整齐排列，伫立于田野
之间，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耀
眼。该项目采用农光互补的形
式，上层组件高效捕捉阳光，将光
能转化为稳定电能，下层保障菌
类在阴凉环境中蓬勃生长，通过

“板上清洁发电、板下生态种植”
的创新模式，建成了光伏发电和
现代农业深度融合的复合生态系
统，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
共振，实现了发电和农业生产的
双赢。

暖阳倾洒，新绿涌动。灵石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绿色动能，从屋顶
到厂房，从绿色能源到绿水青山，
上千块太阳能电池板错落有致地
排列在一起，宛如森林中的层层绿
浪，随着光伏项目的陆续投运，高
效清洁的绿色阳光源源不断地提
供低碳环保的澎湃动能，为区内企
业提供清洁、稳定、可靠的能源供
应，同时也提升了开发区要素保障
能力。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减
碳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下
一步，灵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将主动
出击，精准服务招商项目，持续深
耕绿色能源领域，加快推进风电储
能、微风发电等清洁能源项目落
地，助力产业绿色转型及区域高质
量发展。

（景继明）

灵石经济技术开发区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优化提升能源结构

本报讯 在灵石县两渡镇景家沟
村，有一处充满温馨与活力的幸福小
院，自投入运营以来，它从单纯的“暖
心食堂”，逐步蜕变成为集休闲娱乐、
健康关怀、文化传承等多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性养老服务场所，为乡村养老
事业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

清晨，阳光洒满小院。老人们在
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伴着欢快的音乐
在空地上舒展身体。伸展手臂、活动
关节，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为新的一天

注入蓬勃活力。运动结束后，大家有
序刷卡取餐，品尝着营养美味的早餐，
开启充实便捷的生活。景家沟村村民
景计忠说：“咱们幸福小院的生活就是
好，既减轻了儿女的负担，我们也吃得
舒服，感到非常满意。”

端午节期间，小院组织的包粽子
活动热闹非凡。老人们与工作人员围
坐一桌，一边巧手翻飞包粽子，一边分
享生活趣事，节日氛围溢满每个角
落。院外欢声笑语，厨房内同样精彩

纷呈。在灵石县烹饪餐饮饭店行业协
会会长赵海龙的指导下，工作人员化
身“美食学徒”，认真学习烹饪技巧。
处理食材、翻炒调味间，家常豆腐、过
油肉等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新鲜
出炉。

据赵海龙介绍，自从灵石县幸福
养老工程启动以来，他们结合小院日
常运营和协会自身特色，先后开展了
小院厨师培训、入院指导工作，希望通
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让灵石县的幸

福小院越办越好，老年人的生活越过
越幸福。

据了解，景家沟村幸福小院采用
村建村营模式，为91名65周岁以上老
人及特殊群体提供助餐服务，并签订
服 务 协 议 。 2024 年 ，累 计 服 务 达
18868 人次。除基础供餐外，小院还
拓展了休息娱乐、理发洗衣等多元服
务。通过常态化技能培训与特色活
动，全方位守护老人幸福晚年。

景家沟村幸福小院负责人马俊
英说：“作为小院负责人，把小院运
营好，把老年人生活、娱乐、健康照
顾好就是我们的服务宗旨，在今后
的工作中，我们将用情、用心、用力
把这项工作落实好，使老年人晚年
生活更幸福、更快乐、更健康。”

（刘辉）

灵石县两渡镇景家沟村幸福小院

从“老有所养”到“老有优养”

本报讯 锣鼓铿锵，喜乐盈村。
近日，灵石县南关镇董家岭村洋溢着
浓浓的温情与喜悦，备受期待的董家
岭村幸福小院正式建成投入使用，将
聚焦老年人就餐、娱乐等需求，为乡村
老人打造温馨舒适的幸福家园。

灵石中凯集团董家岭古村文化开
发公司总经理李俊杰说：“作为驻村企
业，下一步将加大力度，支持董家岭村
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幸福小院的建设，
让这里真正成为老人的幸福港湾，成
为全县乡村居民的加油站。”

走进幸福小院，内部设施一应俱
全。干净整洁的餐厅可同时容纳数十

位老人就餐；配备棋牌桌、电视等设备
的休闲娱乐区，为老人们提供了休闲
消遣的好去处。村民高贵宝说：“幸福
小院开业了，老年人来了既能吃好也
能玩好，有休息室、活动室，都能给大
家提供方便，这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希望我们村的幸福小院越办越好，
越办越美满。”

在董家岭村幸福小院升级改造期
间，村里充分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开辟
出一片绿色小菜园。如今，园内各类
蔬菜长势喜人，不仅为小院增添了盎
然生机，更实现了绿色健康食材的自
给自足，从源头上保障了老人们饮食
的新鲜与安全。

据董家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赵灵毅介绍，在幸福小院的筹备
过程中，他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相关部门为他们提供了
政策指导和资金扶持，让他们得以顺
利推进各项建设工作，让幸福小院在
一开始就充满了幸福与希望。下一
步，董家岭村将持续完善幸福小院
的运营管理，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让
这座小院真正成为老人们享受幸福
晚年的温馨港湾，让“幸福起航”的
美好愿景在乡村落地生根，为乡村
振兴和乡村养老事业注入温暖而持
久的力量。

（刘辉）

灵石县南关镇董家岭村

幸福小院建成投用

本报讯 今年以来，灵石县扎
实推进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救助
民生工程，为特殊儿童送去温暖
与希望。作为灵石县残联康复
项目定点机构，晋中筑梦康复有
限公司凭借专业服务与贴心关
怀，成为残疾儿童成长路上的坚
实后盾。

近日，在晋中筑梦康复有限公
司的感统教室里，老师们正有条不
紊地为特殊儿童开展康复训练，课
程内容丰富，涉及运动、感统、认知
等多个领域。

除了专业的康复训练课程，
该机构还为每位孩子建立了康复
训练档案，进行一对一的康复评
估，并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康复训
练计划。同时，定期开展家长培
训，传授康复知识，推动家庭康复

与机构康复深度融合，形成强大
合力。

据了解，晋中筑梦康复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18年，专注于为 0至 6
岁儿童提供康复服务。目前，机构
拥有一支由 5 名特教老师与康复
师组成的专业团队，开设运动训
练、作业治疗、言语认知训练等多
样化课程，全方位助力孩子们健康
成长。

据公司康复治疗师闫铃介绍，
机构对残疾儿童进行康复救助，通
过早期干预和个性化康复，帮助儿
童提升生活能力融入社会。截至
目前，已经有 60 多名儿童顺利入
园。今后，公司将不断提升自身业
务，更好地服务特殊儿童，让他们
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杨志新）

晋中筑梦康复有限公司

助力特殊儿童健康成长

接警出动 1664余次，出动车
辆 2505辆次，出动消防救援力量
11795 人次，抢救被困人员 545
人，疏散被困人员 2400 余人，抢
救财产价值 3955.78 万元……这
是灵石县消防救援大队一段时间
的工作总结，却也是他们守护城
市安全的缩影。

灵石县消防救援大队现有救
援队员55人，其中35岁以下青年
52 人，占比 93%，全队平均年龄
26 岁，是一支朝气蓬勃、富有战
斗力的队伍。近年来，该大队在
重大灭火救援战斗中表现突出，
充分发挥了消防救援“尖刀”和

“拳头”作用。同时，积极开展火
灾隐患排查整改和驻村帮扶等
工作，为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突
出贡献。

该大队先后荣获省市级“青
年文明号集体”、市级“五一劳动
奖状”“晋中市文明单位标兵”“安
全工作先进单位”“驻村帮扶先进
集体”“抢险救灾灾后重建先进集
体”等荣誉。

逆行火场
永不弯曲的生命支点

当发生危险时，逆行的身影
总是在最快的时间出现在最危险
的时候，他们向危险“逆行”、向需
要他们的人民群众前行。

2020 年 5 月 3 日 11 时许，京
昆高速灵石段燕家岭隧道内发生
汽车追尾事故引发火灾，大量浓
烟从隧道出口向外翻滚，十几辆
车被困于隧道内。灵石县消防救
援大队接到通知后，11名消防员
在最短时间内抵达现场，在了解

了现场情况后，救援队员连接 10
盘水带冲进隧道，经过40多分钟
的奋力扑救，成功救援十几辆被
困车辆，将火灾损失降到最低。

在力保辖区安全的同时，灵
石县消防救援大队多次作为增援
力量执行重大灭火救援任务。
2019年 3月 29日，长治市沁源县
发生大面积森林火灾，灵石县消
防救援大队派出 5 名消防员增
援。他们在长达7天的时间里转
战3个乡镇，坚守灭火一线，执行
供水、阻击火头、转移村民、抢救
财产等任务。

抢险救援
托举生命的钢铁脊梁

除了火灾扑救，消防救援队
伍还承担着洪水、滑坡、坍塌、泄
漏、溺水、交通事故等抢险救援
任务。近年来，灵石县消防救援
大队圆满完成了辖区所有抢险
救援任务，无愧于“托举生命的
钢铁脊梁”。

2021年10月，山西省遭遇最
强秋汛，汾河沿岸多个城市遭遇
洪灾。大队指战员连续奋战 20
小时，抢救被困群众 12 人、保护
财产价值3000余万元。

2023年 6月 30日，灵石县夏
门镇西河底村一名78岁老人不慎
跌进高约5米的废弃烟囱，待其家
人发现险情并报警求助时，老人已
被困烟囱内5个多小时。到达现
场后，大队采用“机械挖掘+人工凿
洞”方式，调用一台挖掘机在烟囱
旁的屋顶挖出一个大坑，再从坑
里通过手工凿洞，最终凿出一个
可供成年人弯腰通过的洞，经过8
个小时的救援，老人终于获救。

履行责任
温暖民心的蓝焰温度

灵石县消防救援大队坚决贯
彻落实中央和山西省、晋中市、灵
石县脱贫攻坚各项战略部署，明确
精准扶贫工作的总体要求、工作任
务、工作重点及保障措施，圆满完成

了在霍口村的精准扶贫工作任务。
该大队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工作
核心，常态化走访排查监测户、脱
贫户，及时掌握问题整改动态，研
究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超额完成
了助销任务；逢年过节，该大队都
会联合灵石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及翠峰镇包村干部走村入户，为村
民送去慰问品。

强化社会面消防安全宣传教
育工作也是灵石县消防救援大队
一直在坚持的一项工作。大队全
员都是“义务宣讲员”，每月都要
走进机关、企业、学校、社区（农
村）、文物古建等场所，根据场所
特性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
育。7 年来，大队累计义务上门
宣讲 500 余次，直接受教育人数
超 8 万人次，助力全县火灾形势
持续平稳。

今后，灵石县消防救援大队
全体指战员将一如既往，用奋斗
丈量守护的距离，让“火焰蓝”的
担当永远标注在人民满意的历史
刻度上。 （郑涛文）

用心用情守护城市安全
——灵石县消防救援大队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小记

摄影：郑涛文

▲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宣传活动

▲消防救援大队日常训练

◀消防救援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