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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突出打击重点，全面履行检察职责

确保依法、准确、有力惩处黑恶势力犯罪

星期二 农历戊戌年七月十一

达 拉 特 旗 新 闻 中 心 主 办2018 年 8 月 日21
七月以来，库布其治沙模式获得中央主

流媒体集体点赞，为大漠植绿的众多普通
人，也广受关注。

吴向东，达旗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林业局副局长。在库布其生态建设战线上一
守就是 21 载，如“老黄牛”一样在默默耕耘、
无私奉献，用自己的赤诚和执著，在曾经的

“死亡之海”上，书写着绿色传奇。
为了绿色梦想 挥洒青春和汗水
初见吴向东，黝黑的皮肤，憨厚的笑容，

朴素的穿着，含蓄而内敛的谈吐中透露出一
股子“实诚劲儿”，这是大家对他的第一印
象。

1967 年，吴向东出生在库布其沙漠北
缘树林召镇的一个普通干部家庭。从小时候
记事起，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满眼黄沙，旗
里只有不到 2 里的一条水泥路，学校、医院、
住宅区周边到处是沙丘，人们受尽了沙漠的

“欺负”。
儿时吴向东将此铭记于心，刻苦学习、

发奋读书，立志要改变家乡面貌。1985 年顺
利考入内蒙古林学院沙漠治理系，攻读沙漠
治理专业。

1989 年，吴向东毕业后，如愿以偿分配
到达拉特旗林工站，任技术员。当时，“三北”
防护林工程刚开始实施，作为全国最早的沙
漠治理专业毕业生，怀揣着绿色梦想的吴向
东，铆足了干劲迅速投身到火热的治沙造林
工作中。

当时，达拉特旗村镇大都没有通公路，
水、电还是稀罕物。一辆自行车，一个公文
包，一些简单的干粮，是吴向东下乡工作的

“标配”。
每年库布其沙漠春季造林的四、五月

份，正是沙魔肆虐，狂风大作之时。这风沙最
大的季节，是春季造林的关键时节，这也是
吴向东施展所学的大好时机，他和同事们全
程参与设计编制。那时，没有 GPS 定位设备，
全靠徒步测量与观察，每到一处他们都细致
深入地了解当地情况，据此制定最优造林方
案。

1991 年春季，刚刚新婚不久的吴向东，
接到局里任务，让他和同事李平平进驻解放
滩乡，包联负责农田防护林技术指导。吴向
东二话没说，收拾行囊，和妻子打了招呼，两
人坐着班车便下了乡。

因交通不便、离城又远，两个小伙子干
脆借住在老乡家里。白天实地勘测，晚上和
老乡们一起开会商讨，认真学习农牧民的

“土办法”和鲜活经验，并从群众最

希望办、眼下能够办好的事情做起。

一个月下来，两个人脸上脱了

几层皮。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务，好

多村民和城里干部处成了好朋友，并得到了
解放滩乡党委书记石交其的称赞，夸他俩是

“真材实料”的林业部门好干部。
1992 年，恩格贝境内孔兑爆发大洪水。

一边是沙漠，一边是黄河；沙漠要绿，黄河要
清！ 刻不容缓、势在必行。达拉特旗人民政
府，立即部署了在库布其沙漠腹地利用山洪
实施引洪澄地、蓄水造林的艰巨任务。

吴向东作为林业技术骨干临危受命，在
旗委顾问王学隆的带领下，与水利、水保技
术人员一行 5 人，坐在了推土机带着的拖拉
机斗子里，一路颠簸，进入了有“生命禁区”
之称的沙漠腹地。白天勘探，夜宿帐篷，与大
漠相依，与星空为伴，这样艰辛的日子持续
了十多天，如期完成了前期规划任务。

回忆起这段青春岁月，吴向东特别满
足：“那时候也不觉得苦，就一门心思想着，
要把学到的专业知识都用到沙漠治理上，特
别有成就感。”

唯一让他遗憾的，是常年深入大漠造
林，使他无法照顾家庭。一次下乡造林时，妻
子突发急性阑尾炎，手术期间，吴向东没能
及时回家。对这件事，他现在还一直很歉疚。

为了绿色奇迹 肩负重托和使命
实干苦干、担当作为、迎难而上的工作

作风，很快让吴向东崭露头角。1993 年，他被
任命为达拉特旗林工站副站长，开始主持

“三北”防护林三期规划工作。1996 年，吴向
东因业务能力突出，被调到旗委组织部工
作。

从基层林业技术员到领导干部，吴向东
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坚守着自己“踏
实做人，认真做事”的人生信条。

2004 年，他又回到熟悉的治沙一线，担
任达拉特旗林业局副局长。

十余载光阴匆匆而过，昔日的热血青年
变成了沉稳中年，不变的是那颗赤诚的治沙
初心。在林业局副局长这个岗位上，吴向东
一干又是十几年，在库布其沙漠腹地深处，
组织实施造林任务达 23 万多亩，创造出一
个又一个“绿色奇迹”。

党的十八大召开，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
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库布其沙漠治理开启了
全新的征程。

其中最让吴向东难忘的，是银肯塔拉沙
漠综合治理项目。这里位于库布其沙漠腹
地，全部都是高大流动沙丘，自然条件十分
恶劣，造林成活率很低，治理难度堪称沙漠
之最。（下转二版）

40 年沧桑巨变，凝聚在方寸之间。
“在素有‘海海漫漫米粮川’之称的我旗，
40 年前只有三座 35 千伏变电站———五
股地变电站、七份子变电站和树林召变
电站，电力基础设施相当薄弱，全旗经济
总量小，年度供电量 7000 多万千瓦时。”
达拉特供电分局老局长田耀回忆道。随
着包神铁路、包茂高速公路的建设和中
央“西部大开发”“西电东送”战略的有序
实施，达拉特电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该分局所辖 35 千伏变电站数量由过
去 3 座发展到今天的 11 座，全旗工农业
生产总值 40 年间增长了近百倍，电力工
业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强劲的
拉动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旗还相对
封闭、落后，改革开放力度小，步子慢。当
时的我旗，经济社会发展迟缓，电力建设
和工业经济犹如蜗牛前行，全旗没有大
的电力建设项目，没有大型工矿企业支
撑，因而用电负荷也没多大增幅，每年均
在 7000 万千瓦时左右徘徊。

“40 年前达拉特人用电，不但要‘定
量供应’，还要经常‘等电’。”回忆起八十
年代用电紧张的往事，五股地变电站老
职工刘有林记忆犹新：“那时候孩子晚上
放学回家，家长要催着做作业，不然过了
点就‘没灯’了。七八点钟是用电高峰，少

数有电视机的家庭也只能看供电不足、
无法很好成像的‘雪花’电视。待到晚上
10 点以后，灯才会逐渐亮起来……”当
时的工业用电同样受困于达拉特电网较
低的承载能力，出现了产能不足的情况。

“化肥厂、造纸厂、拖修厂等‘用电大户’，
工人们都是‘干五休二’，提前过上了双
休日，不是因为企业实施弹性工作制，而
是每周必须有两天因电停工，企业受困
于电力瓶颈，发展壮大也举步艰难。”刘
有林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
开放的号角，达拉特电力事业从此步入
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9、1980、1984
年，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35 千伏吉格
斯太变电站、城拐变电站和乌兰变电站
先后建成并投入使用，1992、1998、1999
年，35 千伏营盘变电站、盐店变电站、蓿
亥图变电站相继建成。”达拉特供电分局
退休职工乔德刚如数家珍地介绍道。
2013、2016、2018 年，35 千伏恩格贝、官
井、五座塔变电站先后建成投运。达拉特
供电分局开始涉足 35 千伏电压等级维
护管理，达拉特电网全面形成。供电范围
由城市进一步向农村拓展，一些人烟稀
少的偏远山村相继用上了电，2007 年彻
底消灭了无电村。

目前，我旗境内共建成投运 500 千

伏变电站 1 座、220 千伏变电站 6 座、
110 千伏变电站 19 座、35 千伏变电站
17 座。达拉特供电分局担负着全旗 8400
平方公里面积的供电任务。

九十年代以来，达拉特供电分局服
务不断规范和提升。昔日百姓所说的

“电老虎”，已转变为“电保姆”，优质贴
心的供电服务，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
好评。

特别是 2013 年至 2018 年五年间，
生产管理水平持续提升。35 千伏线路增
加 35 公里，10 千伏线路增加 741 公里，
0.4 千伏线路增加 1203 公里，配电变压
器增加 1804 台，容量增加 202630 千伏
安。五年来，累计完成电网建设投资
21.7627 亿元，完成国泰等 220 千伏输变
电工程 3 项，完成风水梁等 110 千伏输
变电工程 10 项，中和西等 35 千伏工程
3 项，10 千伏及以下工程 9 项。有重点、
有针对性地改造农村电网，建设改造 10
千 伏 线 路 818.5 公 里 ，0.4 千 伏 线 路
4422.6 公里，配电变压器 994 台，容量
130190 千伏安，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地
区“卡脖子”“低电压”、故障率高和安全
隐患等突出问题。特别是王爱召、塔尔召
110 千伏变电站的投运解决了王爱召、
展旦召苏木长期以来地区供电能力不
足、电压低的用电瓶颈问题，吉格斯太

110 千伏变电站结束了该地区用电高峰
期限电历史。

“等电”已成为历史，享受电所带来
的美好生活已成为我旗城乡百姓 40 年
间用电方式质的变化。2017 年农网配电
网建设工程是有史以来我旗地区投资最
多的一年，涉及全旗 5.4 万户用电客户。
达拉特供电分局共计投资 3.8 亿元，改
造新建 10 千伏架空线路 371.143 公里、
10 千伏电缆线路 3.204 公里、0.4 千伏架
空线路 1268.9 公里、0.4 千伏电缆 9.12
公里。

2018 年城区电网升级改造将新建
或改造 10 千伏线路 61.176 公里，10 千
伏电缆 44.555 公里，0.4 千伏架空线路
42.12 公里，电缆 37.96 公里，开关 112
台，变压器 111 台，分别对 110 千伏开发
区变 913、914、915 三条 10 千伏线路进
行改造，从而有效缓解高负荷期间的用
电紧张难题。

“我们老两口农网改造前种的不到
10 亩地，一到用电高峰期，浇地经常排
队等到后半夜，年收入不到 1 万元。去
年，供电局农网改造免费把我家的两线
换成了四线，16 平方的导线也换成了 35
平方的，这年我又承包了十几亩地，还养
了 100 多只山羊，年收入能上 4 万多元。
听说今年微信就能交电费，这下可省得

跑那几十公里的山路了……”家住蓿亥
图查干沟村的刘顺门高兴地说道。

“八十年代初，我们这里的村民因
电不够用或线路、变台突然坏损，等电抢
电浇水甚至打架斗殴的现象时有发生，
自从农网改造后，变台坏了供电局立马
给换一台新的，这条线路有了故障，用另
一条线路供电，再没有出现过停电、缺电
现象。用电，想用多少用多少，啥时想用
啥时用，方便极了。”白泥井镇海勒素村
种粮大户王五命高兴地说。

从计划经济年代的用电困难到如
今的“客户全方位服务体系”的网格化零
距离服务，40 年来，达拉特供电分局的
服务理念、服务手段和服务能力发生了
质的飞跃。特别是“互联网＋网格化”的
建立，不仅拉近了供电企业与客户的距
离，而且也促进了和谐客企关系的构建。
今年以来，全局 12 个供电所与中心营业
站开展了片区电力客户服务微信群创建
工作，片区经理会不定期将停电信息、线
路抢修、电费催收、多样化缴费宣
传、安全用电知识等信息在微信
群中发布，同时，用电客户也可以
通过微信群实时咨询用电服务、
了解停电信息、反映用电问题。

近年来，达拉特供电分局千
方百计为工业园区提供方便快捷

的服务，得到了园区管委会的高度评价。
内蒙古蒙泰煤电集团有限公司是我旗的
一家重点企业，2017 年规划建设年产
100 万吨电解铝项目，总投资 65 亿元。
其中，一期工程年产 50 万吨,投资 33 亿
元。届时这家企业就可为该地区新增售
电量 60 亿千瓦时。

去年 3 月上旬，达拉特供电分局在
得知蒙泰电解铝项目即将投资建厂的计
划后，立即联系到该公司负责人，在了解
该公司电源需求紧迫的情况后，达拉特
供电分局配合市局客户服务中心立即开
辟绿色通道，采取“一站式”上门服务的
方式，从 4 月 17 日至 20 日，电力客服人
员主动与设计、施工企业联系，协调设计
和施工时间。5 月 4 日，由民安 220 千伏
变电站输出的 10 千伏线路正式完工送
电。

从“用电难”到“用上电”“用好电”，
这一用电变化的过程，正是改革开放 40
年变化的一个缩影。

照亮经济一片天
本报记者 张玉福 通讯员 任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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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篇

树林召讯 8 月 19 日，由旗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组织举办的全旗庆祝首个“中国
医师节”颁奖晚会在天河明宴城举行。旗委
副书记、政府旗长王兵，政协主席刘永福，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亮华，政府副旗长杜
晓彦，政协副主席赵谦宇出席庆祝活动。

自 2018 年起，国务院决定将每年 8 月
19 日设立为“中国医师节”，这也是继护士
节、教师节、记者节之后，第四个行业性节
日。今年，首个“中国医师节”的主题是“尊
医重卫、共享健康”，倡导弘扬“敬佑生命、
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
神，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号召
全社会共同支持卫生与健康事业，为建设

“健康中国”汇聚更多力量。
王兵代表旗委、人大、政府、政协，向长

期守护百姓健康、辛勤奉献的广大卫生与

健康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王兵在致辞
中说，医疗卫生事业是事关群众健康福祉
的重大民生工程，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旗委、政府认真
落实上级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
断完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基层基础不断
夯实，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医疗卫生事业得
到了长足发展。长期以来，全旗广大卫生与
健康工作者奋战在一线，爱岗敬业、恪尽职
守，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智慧和汗水、爱
心和行动，展示了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
术，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希望广大卫
生与健康工作者把设立“中国医师节”作为
新时代医疗卫生工作的新起点，以守护人
民健康为己任，以受表彰的同志为榜样，修

医德、强医术，塑医风、守医规，用最美的形
象、最优的服务、最佳的作风、最暖的行动，
争做健康达拉特的倡导者、引领者和践行
者。旗委、政府将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为
全旗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实现职业理想和社
会价值，营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创造更为有
利的条件，搭建更为广阔的舞台。同时，也
希望卫计部门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广树典
型，大力宣传，不断发现基层卫生行业工作
岗位上的好院长、好医师、好护士，激励他
们更好地干事创业，在全社会倡导、推动并
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风尚。

颁奖晚会上，从各基层医疗单位评选
出的 30 名“达拉特旗人民好医师”受到表
彰奖励。来自全旗卫计系统的医务人员围
绕活动主题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李强)

我旗庆祝首届“中国医师节”

全俊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