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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

守望每一盏灯火电，日用而不觉，又须臾不

可缺。电工，或许平凡，但做的

是一份守护幸福、守护希望的

事业

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一

电力大国，各行各业因电能而

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因电能而

温暖璀璨

每一盏灯火，都需要也值

得守候；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

辉，才成就灿烂星河

海岛上，空气里那股咸湿的气息，

恰是我最难割舍的味道。16年来，每日

巡线里程10公里左右，走过的路，已经

能绕地球赤道一圈多。在海风中守望

百家灯火，既是工作的日常，也是别样

的浪漫。

我工作的田横岛，位于山东青岛即

墨区，面积只有 1.46 平方公里，居住着

300多户人家。16年前，老电工退休，海

岛电力设施的日常运维、居民用电线路

维修成了棘手难题。21 岁的我辞掉原

来的工作，自告奋勇回岛当起了电工。

立杆架线、检修线路，岛上的巡检

路我走了不知多少回。10台变压器、26

基高压电线杆、5 公里架空线路、3.1 公

里海底电缆、12家旅馆饭店、300余户居

民家中的电器与线路，我都熟稔于心。

从前靠双腿走，后来骑三轮车，现在有

了巡检车，代步工具越来越先进，出门

下意识瞅电线杆子的“职业病”却没有

改变。

电，托举的是渔港炊烟，点燃的是

产业引擎。过去，岛上照明靠煤油灯，

跳动的火苗在海雾中形成点点光斑。

后来，岛上有了发电机，亮起了电灯。

再往后，一根跨海电缆，打通输送光明

的“生命线”，才带来用电无忧、灯火长

明的好日子。岛上的各类电器渐渐多

起来，大家搞养殖、张罗海岛游，日子越

来越有奔头。

电，日用而不觉，又须臾不可缺。

记得有次暴雨天，我恰巧在岛外。心急

如何返岛之际，几名渔民主动联系我。

乘着小船、顶着风浪，我们花了平常好

几倍的时间回到岛上。我们心照不宣：

岛上要是断电、没人懂电，很煎熬也很

危险。码头上指引航向的灯光，渔家乐

里锁住海货鲜度的冰柜，冬天取暖的电

暖器……电工，或许平凡，但做的是一

份守护幸福、守护希望的事业。

受潮湿气候与海风侵蚀影响，海岛

上的供电线路和设备更易被腐蚀氧化，

寿命也会打折扣。老话说“小洞不补，

大洞吃苦”，特别是雨季和台风期，如果

不经常巡视检查，及时排除小隐患，就

很容易酿成大故障。出门在外，我习惯

带上一卷电缆，这样随时能就地抢修。

想在前头、赶在前头，才能把更多风险

化解在源头。

海岛不比陆地，我是这里唯一的电

工，遇到问题，大家只能给我打电话，但

凡跟电有关的，都是我的事。谁家电器

不好使了、线路故障了，无论昼夜、工

休、分内分外，我努力做到随叫随到。

为了让大家安全用电，我编了些顺口

溜：湿手不摸电开关，金属外壳先擦干；

鱼舱拉线隐患大，违规操作祸事加；遇

人触电木棍挑，喊完电工医院跑……每

次上门检修，顺嘴念叨几句，说得多了，

大家印象也就深了，就能多一些保障。

每年除夕，家家户户团圆的时候，

也是用电高峰，我给自己定了个“三不”

的规矩——不出岛、不喝酒、不休息，保

障大家能过个温暖亮堂年。担子重，成

就感也高。有乡亲打趣，“要说村里少

了一个人不行，那准是大林。”这自然是

玩笑话，但我的付出大家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还有比这更高的认可吗？

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一电力大

国，各行各业因电能而蓬勃发展，人民

生活因电能而温暖璀璨。每当夜幕降

临，看着灯火渐次亮起，宁静温馨，我

总是想，每一盏灯火，都需要也值得守

候；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

烂星河。

（作者为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青岛市即墨区供电公司员工）

来源：《人民日报》

（2025年04月11日

第05版）

——消费新亮点 发展新赛道③
何娟

最近忙装修，线下逛、线上比，选定

几款家电。通过“京通”小程序认证、领

取补贴资格，付款时出示二维码，即享立

减。新机型颜值高、更节能，一算账，还

省了几千元。获得感，摸得着、看得见！

2024 年，很多家庭“上新”大件儿，

“绿色”是亮点。数据显示，去年，7000多

万台（件）绿色智能汽车、家电、家居产品

进入大众生活。绿色消费潜力大，关系

着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提振消费专项行

动方案》提出，“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

持力度”“推动汽车、家电、家装等大宗耐

用消费品绿色化、智能化升级”。以绿色

消费为抓手，打造消费新增长点，牵引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打开经济增长

新空间。

向“绿”而行的消费新风，源自无数

消费者自发选择，也离不开政策引导助

力。比如，空调该怎么选？二级能效补

贴15%，一级能效补贴20%，降低了“绿色

溢价”，选择题便没那么难做了。去年家

电以旧换新中，一级能效产品销售额占

比超 90%，带动高能效等级和智能家电

零售额实现连续4个月超两位数增长，杠

杆效应显著。以旧换新，换出了消费新

潜力，也换出了绿色可循环，实实在在惠

民又利企。

消费，具有主体分散、需求多元等特

点。当前，绿色消费理念深入人心，如何

将其转化为更旺盛的购买力？善用政策

工具，因势利导，往往能“四两拨千斤”，

释放倍增效应。

政策支持不是“大水漫灌”，“有形之

手”贵在精准发力。既要瞄准真实需求，

找准着力点，也要大力破堵点，优化消费

环境。比如，对年轻人来说，以旧换新国

补领取使用流程不算复杂，但不善使用

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未必能搞定。这就得

进一步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我国市场体量大、梯次多、纵深广，

存量里有空间，增量里有潜能。从千家

万户的实际需求出发，精准捕捉不同消

费群体的偏好，破除绿色消费中存在的

梗阻，绿色消费的潜能必将充分释放，既

满足高品质生活，又服务于高质量发展。

“有形之手”更有力，重在形成合

力。以提振新能源汽车消费为例，实施

以旧换新政策以来，汽车报废更新审核、

拨付监管流程等持续优化，源头、过程、

终端等各个环节协同配合，让消费者更

有获得感。再如，为进一步挖掘县乡地

区新能源汽车的消费潜力，财政部等三

部门启动“百县千站万桩”试点工程，今

年拟带动试点县新建充电设施超 1.4 万

台、换电站超60座，加快强弱项。

提振消费的政策，不仅仅存在于促

销环节。从消费的全周期全链条全体系

着力，强化各项政策的一致性和匹配度，

确保同向发力，才能形成更大合力。

购买有机食品，优先选用节能、可再

生产品，积极参与闲置交易……从理念

到行动，人们正在拥抱绿色消费。但是，

绿色消费市场确实还存在不少短板。比

如，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尚不

统一，消费者如何判断“含绿量”？再如，

在二手交易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用户

信用机制不完善、部分平台监管缺失，导

致货不对板、以次充好、售卖假货等事件

不时发生，如何更好维护消费者权益？

未来，市场堵点卡点还有待进一步打通，

营造良好消费环境任重道远。

消费是经济循环的终点，也是新起

点。绿色消费是消费领域的一场系统性

变革，其发展、壮大将带动一大批绿色产

业加速崛起，推动形成绿色生产力。坚

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在增强消费能

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上持续

发力，必将奏响消费升级与绿色转型的

“双重奏”，让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更

鲜亮。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4 月 10

日 第05版）

从以旧换新看绿色消费政策支持不是“大水漫

灌”，“有形之手”贵在精准发

力。既要瞄准真实需求，找准

着力点，也要大力破堵点，优化

消费环境

从消费的全周期全链条全

体系着力，强化各项政策的一

致性和匹配度，确保同向发力，

才能形成更大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