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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切实保障乡村发展用电需求

推行定制化服务“电”靓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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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南充市阆中金垭横梁子村，
回乡创业的养殖户庞家看着切换电源后正
常运转的降温设备，终于不用担心扩产用
电负荷。这一切都得益于电力公司的党员
服务队新增布点，解决了养殖户扩大产业
规模后的用电问题。

乡村振兴，电力先行。在南充各县
（市、区），电力公司的带货促销售、家门口
营业厅、网格化服务等定制化服务行动火
热进行，而安全可靠的用电，也让农业产业
园、农业企业、农户更放心地去深耕他们的
小康梦。

电力“红马甲”带货
农产品销售不用愁

“10只鸡、6只鸭，我们全部帮你卖
了。”8月18日，国家电网四川电力（南充阆
中）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驱车来到阆中
市治平乡双柏垭村，帮助村民何清云排查
家里的线路隐患、销售出栏家禽。看着刚
出栏的家禽又能增收1000多元，何清云露
出了开心的笑容。这是今年服务队第二次
上门帮他销售家禽。

双柏垭村是阆中公司对口帮扶村，
2018年该村脱贫摘帽后，为巩固脱贫成
果，阆中公司仍保留驻村帮扶人员，帮助发
展特色产业，让大家有稳定增收渠道。

驻村帮扶人员通过朋友圈、微信群等
网络带货渠道，帮助村里销售蔬菜、大米、
水果、家禽等农副产品。行动不方便的，党
员服务队便上门帮忙收货送货，让大家养
得放心、种得放心，打消村民农产品销售的
后顾之忧。

“微型营业厅”上线
家门口就能办理用电业务

8月17日，南充营山县新店镇高龙村，
国网营山县供电公司的定期驻点服务活动
正在进行。村委会变成“微型营业厅”，空
调插座接触不好、电费余额怎么查询、养殖
场供电负荷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都在
现场得到解决。

据了解，营山农村很多年轻人外出工
作，村里老人、孩子多，做好安全用电宣传
和家门口的供电服务，是解决农村电力用
户实际困难的当务之急。

营山公司主动对接乡镇及村委会，在
村委会设立“供电服务点”，张贴电价表、线
上办电流程以及便民连心卡等宣传资料，
供电所员工定期到服务点开展工作，帮助
村民解决用电问题，以“微型营业厅”的形
式为客户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供电服务，
更好服务乡村振兴。

划分“红色责任田”
提供精准对接网格化服务

“巨龙供电所吗？我们猪场突然停电，
天太热了，生猪遭不住，快来帮我看看吧！”
8月6日凌晨，南充蓬安县巨龙镇生猪养殖
场主李水平紧急报修求助。负责区域网格
管理的明思海、杨清等四位抢修人员立即
前往。他们对猪场用电线路和设备逐一检
查，找到原因，迅速恢复供电。

在蓬安公司，领导干部、中坚力量、党
员骨干，都输送到县域划分的39个“红色责

任田”，以7个连心桥党员服务队为引领，将
党建责任入“网”、为民服务升“格”，完善村

（社区）“一对一”或“一对多”的精准对接网
格化服务。

截至目前，“红色责任田”的网格员们
已经开展标准化巡视1173次、特殊巡视
305次，完成“零点”消缺59处、重负荷变压
器增容改造17台、农村新增变压器50台，
重大保电任务62次，为蓬安县城乡居民提
供了安全可靠的电力保障。

“村网共建”
将供电服务深入田间地头

如何发挥电力助力乡村振兴优势，助
力企业健康快速发展，是国网西充县供电
公司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该公司推
广网格化综合服务，把“村网共建”向更多
的村、户延伸，及时收集村社特殊群体办电
需求，确保“现代化农业、美丽宜居乡村、农
村产业融合”有效落地生根。

“公司推进‘村网共建’西充样板建设，
组织党员服务队主动走村入户调研用电需
求、处理用电隐患，将党员服务融入到乡村
治理。”国网西充县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主
任李思志介绍，在做好各类农业、产业、养
殖业用电保障的同时，公司与地方政府沟
通，强化电网合理规划，深入精品农业、现
代农业示范园区，走访了解客户用电需求，
为项目建设实施提供配套项目储备。

“乡村振兴，电力先行。”国网南充供电
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乡村振兴战场上，南
充各地紧抓县域经济特色，根据不同的乡
村振兴产业特点量体定制服务模式，切实
保障乡村发展用电需求，全面提升乡村供
电质量，为乡村振兴插上腾飞的翅膀。

过秤、签字、领钱，8月27日晚，宜宾
市筠连县巡司镇瑞鑫茶业生产加工基地
灯火通明，人头攒动，数百位茶农陆续赶
到茶厂交售刚采摘的秋茶。收购火热，
茶叶生产车间里也是一派忙碌景象，整
齐排列的制茶机器轰鸣运转，淡淡茶香
扑面而来。

“这个秋茶，今天采摘了5.7斤，卖了
195元。”“现在春夏茶收入已经3万多元
了，秋茶采摘还可以收入5000元左右。”
在瑞鑫茶业生产加工基地，丰收的喜悦洋
溢在茶农的脸上。往年茶园收入重头都
在春茶，今年不仅春茶收益好，夏秋茶也
不错。

据瑞鑫茶业负责人刘定银介绍，根
据公司开出的票统计，每天有500多户
茶农进行茶叶交易，鲜叶收购总量在
8000到10000斤。今年的收购价格在
30至40元每斤，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

秋茶收购总量在去年的基础上增长了
10%以上。

作为产茶大县，筠连县茶园面积达
27.5万亩，有茶农4.8万户。一直以来，

夏茶和秋茶受采茶习惯、市场价格等因
素影响，资源未充分发挥效益。近年
来，筠连县积极探索，引导茶农加强茶
园管理，提升鲜叶产量和质量，做到应

采尽采，提高茶叶的下树率。同时引导
和指导茶企提升产品质量，进一步开拓
市场，为企业和当地茶农拓宽增收门
路。

“今年我们在春茶和夏茶的产量及效
益上取得了双丰收，预计全县夏秋茶产量
增长12%。”筠连县茶产业发展中心副主
任李均说，接下来筠连县将在新产品的开
发上下功夫，促进全年茶叶产值更上一个
新台阶。

截至今年6月，筠连县产茶13080吨，
实现综合产值54.13亿元。预计前三季度
生产干茶17000吨，一产产值17亿元，销
售收入20亿余元，综合产值62.1亿元左
右。通过提高产量、提升质量，茶叶为茶
农增收创造了机会，秋日茶园变成了群众
增收致富的新门路。

张华 宋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
习记者 伍勇

宜宾筠连提升夏秋茶质量

秋日茶园成增收致富新门路

“此次投放的品种有黄辣丁
100万尾，花鲢鱼和白鲢鱼2000
尾，草鱼500尾，其中黄辣丁是来
自于1200公里外的湖北省。我
们采用的是纯天然养殖，不放任
何饲料，其产量预计将达到10来
万斤，收入应该在100万元左
右。”养殖大户唐明荣站在海塘湖
边，看着湖水映衬着旁边苍翠的
青山，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据了解，海塘湖中的水草、藻
类丰富多样，在养殖方式上采取

“人放天养”绿色模式，不投饵、不
投料，发挥水产养殖维护水域生
态平衡功能，将有效增强水体自
净能力。

“我们大寨村将以海塘湖为
核心，探索一条以鱼护水，以水养
鱼，以鱼富民的生态发展之路。”
古蔺县大寨苗族乡大寨村党支部
书记蒋文华介绍说，海塘湖为天
然湖泊，共由三个山坪塘组成，已
闲置多年，此次大寨村两委承包
了120余亩给唐明荣发展水产养
殖，有效利用好了闲置资源，盘活
了村集体经济。

下一步，古蔺县将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开展湖、塘、
水库退养整治，把这种“人放天
养”绿色养殖方式在全县乡镇小

（二）型以上水库全面铺开，吸引
周边村民参与监督管理、共同分
红，达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三丰收。

蔡琳 傅泽瑞 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 李华刚

8月25日，随着100余万尾鱼苗投
入水中，泸州市古蔺县大寨苗族
乡大寨村海塘湖，这个闲置多年
的小水湖被瞬间激活。

利用闲置湖泊生态养鱼

水体自净
以鱼富民

古蔺大寨村一举多得
西充供电公司把服务深入到田间地头。

营山供电公司员工为村民宣传安全用电知识。

茶厂热闹的收购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