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3日，国网永州供电公司举办首届“创永电文化 享人人平
安”安全文化节活动，全面展示该公司安全文化建设成果。国网湖
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安监部负责人、 永州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到活
动现场指导工作。

该公司首届安全文化节分为安全文化文艺汇演、 安全文化成
果展览暨安全文化园开园仪式、现场自由参观等三个环节。本次安
全文化节表演的歌曲、 小品等作品均为国网永州供电公司员工自
创自导自演的安全文化作品。 ■摄影/撰文 朱运华 李淇瑾

夏日“侗”歌 搭一座服务的桥
通道黄柏，远山青翠，流水潺潺，净蓝

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宛若画境。 村口有一
棵古木，枝繁叶茂，百年以续。 人们在树下
乘凉、闲谈，古木见证着一代代人生命的轮
回，记录着着村庄历史文化的变迁……

今年夏天， 树下多了一抹侗歌的声
音。

“我们今天欢聚一堂， 听我跟大家弹
上一曲琵琶歌……” 侗族人好歌善歌，只
要琵琶声响起，过路的老人小孩都会凑上
来听上几曲。 今年 3 月，国网通道县供电
公司原陇城供电所所长杨呈阖来到黄柏
村，担任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带来美
好生活希望的同时， 也带来了侗族歌谣，
带来了光明和安全。

黄柏村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距今已
有 600 年历史，隶属于大高坪乡，位于通
道侗族自治县西隅。 在这里，人们自觉延
续和传承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语
言则是本民族传统特色文化典型的特征
印记。

“在黄柏村， 人们之间的交流以侗语
和苗语为主。 ”杨呈阖说，因为会说侗语，
初来乍到， 乡亲们对他多了一份亲切，不
到 2 个月，就已顺利融入其中，工作开展
十分顺利。 但杨呈阖并没有因此放松思
想。 春去夏至，有着 16 年电力工作经历的
杨呈阖知道，真正的考验还得看夏季。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不少村民家中
添置了风扇、冰箱等电器，虽然因为功率
较小， 不会对供电负荷造成明显波动，但
突然增加的使用率，仍然会加大安全稳定
用电的压力。

5 月， 正逢大高坪乡开展安全隐患大
排查活动，涉及消防、交通、电力等多个方
面，杨呈阖以此为契机，带领 2 名驻村队
员， 对包含黄柏村在内的 4 个村、400 余
户长住居民进行了用电安全检查，起早贪
黑、走村入户，用 3 天时间排查出 30 余户
需要进行整改的房屋。

这些房屋普遍超过 20 年未进行检
修，电线排布混乱、线径较小，存在安全隐
患，需要全屋整改。 但部分村民总想着能
用就行，安全意识较低，改造意愿不强。

“表后线路属于用户个人资产， 我们
不能强制实施改造，只能尽力做好思想工
作。 ”杨呈阖说，家住黄柏村的伍仔亮就是
成功进行全屋改造的村民之一。

今年 50 岁的伍仔亮依靠在 3 亩多地
种植水稻和钩藤为生，家庭年收入约 1 万
余元。 第一次，由大高坪乡统一部署，以下
达整改通知书的形式告知他改造要求后，
他明确表示由于家庭条件限制，家中无大
功率电器，不愿改造。

黄柏村是沿山而建的团寨。 从村口望
去，木质的房屋鳞次栉比，一直延伸到山
崖的尽头。 在这里，防火是头等大事，老化
的用电线路随着夏季负荷的攀升，电起火
的风险也在加大。

“老乡，你看我们这村连村、户挨户，
万一出事，后果不堪设想啊。 ”第二次、第
三次……杨呈阖不厌其烦、 反复劝说，声
声老乡，句句乡音，终究让伍仔亮心软，答
应了改造。

经过这次大排查， 杨呈阖意识到，团

寨里老人小孩居多，安全意识有限，加强
用电安全宣讲成为当务之急。

如何让枯燥无味的安全用电常识变
得有趣呢？ 杨呈阖想到了侗歌。

早在陇城供电所期间 ， 杨呈阖就发
现常规的安全宣传大多通过发放宣传
单的形式， 很多村民不会逐字逐句看，
一定的文化门槛更是将很多老人小孩
排除在外。

“侗族人都喜欢听琵琶歌， 我就想将
两者结合起来。 ”利用休息时间，杨呈阖专
门请人做了一把侗族土琵琶，自学了琵琶
弹唱， 又尝试着把安全用电知识编成侗
语，唱进歌谣里。 果不其然，这种老少皆宜
的方式，迅速吸引了村民们的注意力。

这次来到黄柏村，杨呈阖特地带上了
珍视的侗族琵琶，结合迎峰度夏期间安全
用电知识，在古木下、在鼓楼里、在桥头
上，搭起了舞台唱起了歌。

“为了您的人身安全， 请不要在电力
线路下种植高杆植物……” 琵琶一响，围
坐在一块，戴着头巾、穿着民俗服饰的村
民们就不自觉拍起手来，听多了还能跟着
哼上几句。

这套法子还被借鉴到了公司其他站
所。 除了鼓励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学习侗
歌，通道公司还发动员工自制漫画，打印
成安全用电小册子和易拉宝，在沿线各村
的鼓楼、村部等人流较多的地方进行流动

宣传，多元化向老人、小孩讲解安全用电
知识，现场解答用电难题。 截至目前，这样
的宣讲已经开展了 13 场。

因为供电员工的身份，在黄柏村，杨呈阖
不仅是驻村第一书记，更是一名电工专家。

黄柏村所处的茫茫大山， 层峦叠嶂、
蜿蜒曲折。 渴求出路的青壮年常年在外务
工，一年又一年，村里只剩下年迈的老人、
年幼的孩童和年久失修的木房子。 家中遇
到用电问题，子女们鞭长莫及，距离最近
的牙屯堡供电所， 开车最快也需要 40 到
60 分钟才能抵达。 自从杨呈阖来了黄柏
村，印制了带有电话号码的便民卡，发放
到每家每户，村民们不再为了用电小问题
无法迅速解决而发愁。

村民潘仕学住在黄柏村最靠里的西
北角， 夫妻俩带着三个孙子共同生活，最
大的 6 岁，最小的 1 岁，均不同程度存在
生长发育问题，是村里的重点帮扶对象。

6 月 21 日晚上 10 点左右， 潘仕学家
中突然停电。 夏季的暑气并没有随着夜晚
的降临而消散，一片黑暗中，孩子的哭闹
声更是令人燥热难安。

“老杨吗？ 我家里停电了，孙子又在发
烧，需要喂药，能不能麻烦你们来看一下
啊？ ”情急之下，潘仕学摸索着用手机快捷
键拨通了杨呈阖的电话。

挂断电话，背上工具包，杨呈阖叫上
驻村队员杨盛世，以最快速度赶到了潘仕

学家。
“夏天家里电器开多了， 开关端子松

动就烧坏了，现在已经换好了，今天时间
太晚你先把孩子照顾好，明天白天我再来
给你全屋检查一遍。 ”排障、更换、消缺，不
到半小时，灯就重新亮起来了，风扇也开
始嗡嗡转动。

第二天一早，杨呈阖带着自己新买的
电线和开关，再次来到潘仕学家，替他完
成了全屋改造。

“老潘家不容易，虽然换个线只需 200
元左右，对他来说仍是一笔不菲的开销，我
能帮的，就尽力帮一把。 ”杨呈阖说，刚来村
里，潘仕学就非常支持他的工作，平日里也
最爱带着孙子来听他唱侗语“安全琵琶
歌”，对他，确实有着特别的关心和“私心”。

供电人的夏天，可能是铁塔银线上晒
黑的脸庞， 可能是巡视检修时汗湿的衣
襟，可能是白天黑夜里坚守的身影，也可
能 是一首歌。 用侗语架起一座桥，把安全
编成一首歌，唱出服务“零距离”，唱出沟
通“零障碍”，让国网绿和党员红，在走村
入户间相得益彰， 在隐患排查时熠熠生
辉，在用心付出时耀眼夺目。

“这个夏天，不仅有炎热炙烤，更有无
论何时、无论何地，都守护清凉的我们。 ”
在又完成一次安全用电检查后，杨呈阖挂
满汗珠的脸庞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蒋叶子 胡芳菁 廖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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