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镇碱滩村的赛艾

勒奶制品厂，厂长乌尼日其其格正在车间里忙着包装奶
豆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们坚持用村里牧民家
的鲜牛乳做原料，绝不添加防腐剂！”这位来自锡林郭勒
的蒙古族女厂长笃定地说。

2014年，乌尼日其其格夫妇从养牛户转型建厂，将传
统奶制品工艺与现代设备结合，打造出一条绿色生产
线。这个蒙汉共居村落因此实现“双赢”：既解决了周边
牧户鲜奶销路，又创造了就业岗位。如今，奶豆腐、奶皮
子等特色产品带着民族团结的醇香走出草原。

乌兰察布察右前旗供电
公司全程护航产业发展。建
厂初期，该公司专项调研用
电需求，整体规划用电，制定

“专有”供电保障方案，对不

能满足厂内用电要求的线路设备进行整改并新增配电设
备、升级变压器，将“三零”服务政策切实落到实处。“奶制
品从制作到贮存对温度的要求十分严格，我们厂的日常
运营都离不开电力服务的保障。”乌尼日其其格指着冷库
介绍。“厂子冷库里面放满了奶制品，一旦断电，不出一个
晚上，这些产品都会过期。有一次半夜因为设备原因导
致停电，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及时过来抢修线路，恢复供
电，一直忙活到凌晨才结束，要不然我的损失就大啦！”如
今，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会不定时来到厂内开展用电安
全检查，及时消除电力缺陷隐患。

多年来，察右前旗供电公司充分发挥电力先行官作
用，时刻关注全旗的产业规划布局，合理进行农网升级
改造，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深度融入供电服务，为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动力，以实际行动助力“醇醇致
富奶香”。 （贺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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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包金花时，这位生长在达茂

草原的“南方孤儿”，眉宇间尽显草原
儿女的豪迈。她的人生轨迹，正是“三
千孤儿入内蒙”历史佳话的生动注脚。

20 世纪 50 年代末，内蒙古草原向
3000名南方孤儿敞开怀抱，其中，被达
茂草原牧民收养的孩子有 42 个，包金
花就是其中一个。襁褓中的包金花被
达茂旗武装部干事桑达瓦达收养。年
仅29岁的桑瓦达瓦当时已经有一个比
包金花大2岁的儿子，但还是和爱人决
定收养金花。这个蒙古族家庭给予她
超越血缘的深情：父亲对金花的宠爱远
远超过哥哥，总是无条件袒护；母亲在
家里买了新布料时，都会先紧着金花做
衣服用，她的新鞋子、新衣服常让同龄
人羡慕不已。直到父亲去世、母亲罹患
老年痴呆症，包金花才得知自己的身
世。“草原的路有多长，父母亲的恩德就
有多长”提及往事，她眼中泛起泪光。

桑瓦达瓦不仅是慈父，更是草原
党员的表率。这位 18 岁参军的老骑
兵，1960年被授予中尉军衔，后响应党
的号召走进基层牧区，被牧民亲切唤
作“桑书记”。他常叮嘱子女：“学好本
领才能报效国家。”在父亲的言传身教
下，包金花将人生扎根草原，从供销社
搬运工到电力抄表员，她几十载如一
日守护光明。“我能做的不多，但我想
把我能做的都做好。”如今，她的孩子
接过金花肩上的担子，继续坚守满都
拉边境供电所。

2021 年，“三千孤儿”历史重现公
众视野。包金花在“草原兄弟姐妹
在内蒙”微信群里找到归属，却婉拒
寻亲：“我是草原的孩子，我要留在
草原。”

退休后，她仍爱穿着蒙古袍唱
歌，歌声飘荡在生活了六十多年的草
原。正如其名“金花”，她以赤子之心
点亮北疆，用半生光阴诠释何为“国
家的孩子”。

（黄 琛 徐昕媛）电灌团结苗 灯映石榴红
——巴彦淖尔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的“电力密码”

共酿团结溢芬芳 电力赋能奶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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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就民族团结“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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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是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政策宣传月”，工作主题为“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本期报纸特与您分享银线编织团结纽带、用光明温

暖各族群众的真实故事，看跳动的电表如何计量心连心的温度，璀璨的灯光怎样照亮共同富裕的道路。 ——编者

吉日嘎拉的“守灯”人

春天的草原上风很大。5月2日，62岁的阿拉腾吉

日嘎拉老人坐在自家的蒙古包里，时不时看着不远处
的公路，思绪飘向2023年冬天，回忆起那个说话算话的
电力年轻人。

2023 年的 12 月，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迎来入冬
以来最大的雪，退休的休闲生活让阿拉腾吉日嘎拉老
人有些无法适从。窝在柔软的沙发里，新安装的电暖
器让整个房间暖洋洋的，他端起刚刚熬好的奶茶，打开
电视，突然间呼啸的北风一阵怒号，电视随之关机。

“应该是停电了！给巴特尔打电话，让他来帮帮
忙。”老人口中的巴特尔是鄂尔多斯伊金霍洛供电公司
霍洛供电所的一名工作人员。“我们马上就到！”拨通电
话后，巴特尔闻风而至，不一会儿一辆黄色检修车出现
在白茫茫之中。

如同往常，巴特尔来到吉日嘎拉老人家，忙前忙后
地帮助恢复用电。在巴特尔要收工离开时，吉日嘎拉
老人拉着他坐下聊天。经聊天得知，老人退休前是成
吉思汗陵景区大殿内的守灯人。“我的工作就是守着
那盏灯，让它长明、常亮，没想到还有人同样守护着我
的灯，让我的家一直温暖明亮。”

实际上，像吉日嘎拉老人这样的客户并不少，霍洛
供电所一共服务着 2560 户各族家庭，照亮着大家相知
相亲的岁月长路。 （张 雯）

守望相助守望相助 点亮点亮边陲边陲““万家灯万家灯””

牧民木其尔的民木其尔的家坐家坐落在草原深处落在草原深处，，1010 千伏线路在千伏线路在

太阳照射下闪着银太阳照射下闪着银光光，，刚刚通电不久的牧民木其尔一家刚刚通电不久的牧民木其尔一家
在在此展开新的幸福生活此展开新的幸福生活。。

通电照亮新生活通电照亮新生活

木其尔一家居住的乌兰哈达嘎查是乌拉盖管理区
的一个抵边嘎查，与蒙古国仅一线之隔，属于森林草原
向典型草原过渡地带。20 世纪 90 年代，木其尔一家响
应政府政策，从正镶白旗迁徙至这里。通电那天，锡林
郭勒乌拉盖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一早就赶到牧民家中，
对线路进行验收送电，在合闸灯亮的那一刻，木其尔 70
多岁的父亲激动地说：“我这一辈子终于等到通了网
电！”用他那长满老茧的手轻轻擦拭掉眼角的泪水。

“这附近就我们一户人家，过去没有电，家里用发电
机发电，烧柴油费用高且路途远不方便，大雪封路更无法
购买。通电后方便多了，电器、碎草机、粉草机都能用了，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牧民木其尔高兴地说。

护边护家两不误
木其尔的丈夫额日敦朝克图是一名义务护边员，每周

会与边防干警一同巡视边境线。多年来，额日敦朝克图义
务巡边近5000多千米，他们一家的兢兢业业、辛苦付出，受
到周边牧民及边防派出所的一致认可。他家被评为3A级
护边驿站，成为草原生活补给点、医疗保障点和矛盾纠纷
化解点，是军民合力强边固防的“温暖缩影”。

此时的他和嘎查支书、边防干警正聊着通电后生活
上的变化，客厅窗边挂着象征纯洁神圣、美好吉祥的蓝
色哈达，幸福洋溢在整间屋子里。“如今通电了，更坚定
了我们守护好祖国边疆的决心，巡边时用的照明工具充
电也更快了。”额日敦朝克图说。

“供电公司解决牧民用电的问题，给牧民生活带来
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很感谢供电公司提供的帮助。”乌
兰哈达嘎查党支部书记陈荣也满是欣喜。

从 2023 年 5 月开始，为了让 112 户牧民家通电工程
顺利进行，乌拉盖供电公司党员突击队和一线施工人员
连续作战。截至目前，共新架设高低压线路 109.056 千
米，安装变压器84台，有效解决偏远地区牧民用电难的
问题，工程完工后，这 112 户散落牧民将通上“网电”。

（王梦然 于世佳）

在“巴彦淖尔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狼山镇巴

音村，挺拔的电力杆塔、错落的民居院落与各族群众的
笑脸，共同勾勒出团结进步的乡村画卷。

5 月，是全区“民族政策宣传月”，但对巴音村而言，
民族团结早已融入日常。“杜所，今年农田地里的小麦
长得可水灵，走，我带你去村里看看！”听到这熟悉的大
嗓门，巴彦淖尔农垦供电公司小召供电所负责人杜保
俊知道是村支书贺文军来了。这对“亲戚”经常到村
里，与农牧民同劳作、话发展。

初夏时节，两人步行在巴音村四社牧民萨仁的麦
田里，一簇簇小麦畅饮着“返青水”竞相生长，处处孕育
着“希望”的色彩。

“杜所，你来了，今年的小麦多亏了你们电力新架
设的灌溉线路，把电送到了地头，给小麦浇水，十分方
便，浇灌以后小麦返青早，拔节快，肯定好产量。”萨仁
看到电力人员的到来，赶忙迎了上来。

萨仁的热情，打开了杜保俊的话匣子。“是啊！各
族人民扎根在哪里，电网建设就得跟进到哪里。2024 年
以来，我们紧密结合辖区各族群众实际用电需求，聚焦
高故障线路整治和低电压治理，投入资金 1.5 亿元，有效
解决了临河区 11 个乡镇、115 个行政村、776 个自然村、
1.6 万户居民的配变重过载、低电压频发等供电安全质
量问题。”“那就是，我们现在用电再也不用愁了呗！”欢

声笑语回荡在田野间。
一路翠绿，一路景。不知不觉中，贺文军和杜保俊

两人来到了党群服务中心驻村“石榴籽”电力驿站。当
天值守的电力网格员们正在为村民讲解办电业务、提
供用电咨询，让村民们尽享办电的便捷。

据悉，自 2023 年以来，依托村委会、村社区服务中
心，该公司陆续在 12 个乡镇推广建设石榴籽“村网共
建”电力便民服务点，通过“客户经理进村驻点＋远程
线上技术支持”的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便捷的业务咨
询与办理、故障抢修、用电安全宣传等服务。这些被称
作“电力驿站”的服务点，已成为民族团结的生动注脚。

在 2 公里外的民族团结主题长廊里，该公司“垦地
有声”宣讲团与农牧民代表们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民
族政策宣传月”主题宣讲活动，朗朗上口的快板短句，
感人肺腑的民族团结故事，获得阵阵掌声。像这样的
主题宣讲活动，在村社里经常开展。宣讲从来不拘泥
于形式，一张凳子，一群农牧民，用“土生土调”的语言，
以快板、说唱、朗诵等“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将政策
春风送入千家万户。

从麦田到社区，电力人与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
建共享、共事共乐。在电网延伸处，在服务触达时，
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悄然生根发芽，绽放出绚丽的时
代之花。 （王馨伟）

在广袤无垠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上，铁塔巍然

屹立，银线横空跨越。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以“电
网建设固根基、精细服务促民生、文化交融聚人心”为核
心，绘就了一幅“银线连心石榴红 蒙电锡超亮北疆”的壮
丽图景。

电网建设 架桥搭线织就“繁荣网”

牧民定居之处，电网建设随即跟进。今年 4 月，锡
林郭勒盟接连多日出现大风恶劣天气，带电作业人员
争分夺秒消除 5 处线路严重缺陷，对 1456 片绝缘子进
行零值检测，输电青年们历经 27 小时“走线”奋战，将恶
劣天气对输电线路影响降到最低，这一群身着蓝色“战
服”的输电青年成为了草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近年来，该公司合力推动北二通道建设，苏尼特草
原上首个500千伏变电站拔地而起，主网建设不断完善，
为尽早实现锡盟地区 500 千伏主网东西互联、南北互济
的环网运行奠定基础。

精细服务 用心用情铺就“共富路”

“那达慕健儿威武雄壮，奶酒醉人心，歌声情意长。”当
草原上响起旗歌《乌珠穆沁故乡》的优美旋律时，总能引来
周围除草、放羊的牧民们驻足观望。该公司“超希望”志愿
服务队将理论宣讲、电力设施保护政策送到全旗2个苏木、
5个镇、93个嘎查家家户户，绘声绘色的“土味”家乡话总能
引起现场牧民共鸣，真正将“想讲的”变成了群众“爱听的”。

党建引领 同心同向绘就“同心圆”

电网建设筑基、供电服务惠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融入该公司党的建设全过程。该公司党委与地
企校企媒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联建共建活动，党员服
务队将民族团结融入日常服务中——春查保电、夏收
护航、秋防助牧、冬寒送暖，全年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上
百场，以蒙电人的初心使命编织起中华民族大团结的
锦绣画卷。

（杨 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