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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忠（左二）在劳模工作室与徒弟们一同制作新型绝缘遮蔽罩。

钱忠个人简介
钱忠，男，中共党员，国网上海嘉定供

电公司输电（配电）带电作业班班长，高级

技师，第十四届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

者，获评“上海工匠”“国网楷模”，国家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

1986 年，18 岁的钱忠进入原嘉定供电

所工作，次年单位成立带电作业班，刚参加

工作的钱忠即为首批带电作业人员，自此

也与带电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翻开嘉定

供电公司带电作业发展史，从无资料、无经

验，到现在带电作业化率达 91.31%，位列国

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前茅，钱忠率领的带电

作业团队已成为嘉定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提升供电可靠性的金字招牌。38 载风

雨兼程，钱忠坚持以恒心守电网、巧心克疑

难、慧心育英才，为供电可靠性提升、优化

营商环境保驾护航。

凝心聚力，百姓的亮灯卫士

近些年，钱忠带领的带电作业班，承担

着上海市嘉定地区 10 千伏及 35 千伏架空

配电线路和配电设备带电检修、抢修以及

应急保电等工作，年均开展带电作业近

1500次，节约时户数 17.8万时户，多供电量

616万千瓦时。实施带电作业，不仅年均使区

域供电可靠率提升了 0.17%，也为公司带来的

直接经济效益达到 2800 余万元，对社会发展

的间接效益更是无法估量。

38年如一日，钱忠以恒心守电网，用自己

的匠心巧手将钢筋铁骨的电网与千家万户的百

姓间架起了一座座电力桥梁，用自己高超的工

匠技艺守护着嘉定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矢志创新，带电作业开拓者

“注意距离，杆子稳住！”钱忠正在使用对

讲机提醒作业手，随着专用夹钳的慢慢闭合，

只听“咔嗒”一声，绝缘防护套被牢牢地锁定

在了 35千伏线路导线和绝缘子上。2020年 6
月 2 日，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首次开展 35 千

伏合杆线路不停电安装绝缘防护罩工作，钱

忠所领衔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再次发挥

技术头雁效应。

近几年，随着带电作业技术日新月异，

面对所在领域的飞速革新，钱忠深知科技创

新对发挥带电作业优势的重要性。怎么办？

钱忠就跟着了魔一般，只要工作稍有空隙，

他就从工具包里掏出纸笔画图纸。有时候他

走在路上，忽然有什么念头来了，也会掏出

纸笔，就在路边比画起来。矢志创新，一往

直前！他凭借这股信念，结合工作中遇到的

各种难题，将创新模式嵌入到研发新型带电

作业安全工器具以及保发电用应急电源车配

套设施相关业务中。从遥控机械剪刀到各类

快速接入装置，从多功能操作杆到应急电源

车配套装置，多年来他已带队完成 10 多项创

新项目，截至目前，共获得 44 项国家专利，撰

写并发表专业论文 16 篇，科技成果曾获“全

国总工会职工技术成果奖优秀奖”“第五届

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优秀奖”“上海

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等 12 项省部级及以上荣

誉，以巧心克疑难，为上海市配网不停电作

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薪火相传，工匠精神传承人

作为技术带头人，钱忠制定了详细的培养

计划，以促进施工生产为目的，“练、培、赛”为形

式，提高青年们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他以同

事、师傅、兄长三重身份，点燃团队的工作热情，

将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团队的创造活力结合起来，

共同进步。迄今为止，钱忠共计培养出1名高级

技师、11名技师、11名高级工、6名高级工程师、16
名工程师，从钱忠团队涌现出的一批优秀青年，已

经成为公司各个关键岗位的骨干，分获上海市首

席技师、国家电网公司第八届供电服务之星、上海

市青年岗位能手等诸多荣誉，并在各类带电作业

技能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技艺传承成绩斐然。

作为上海工匠讲师团成员、国家电网公

司优秀专家人才、国家电网公司城区配电专

业高级兼职培训师，钱忠也乐于分享、交流自

己的工作经验和传授技能技艺，教学相长，共

同进步，累计授课超过 2 万人次，总授课课时

逾 1000课时，所制作的网络大学教学课程学习人数达 4967
人，均为五星好评课程。2021 年，钱忠作为编写人员参与

编写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10kV配网不停电作业实训教材，

现已推广应用，在综合不停电作业培训方面硕果累累。

择一事，忠一世；守初心，致匠心。钱忠 38年如一日地

细刻着嘉定电力光明图景，用自己精湛的技术和坚毅的精

神扛起嘉定电力带电作业之重任，用匠心巧手撑起了保

“嘉”卫“电”的碧海蓝天，用实际行动映衬劳模工匠精神，他

已将电网人的责任与担当融入血液，篆刻于心田，薪火相

传、继往开来，钱忠将始终立足一线、勇于创新，作为电网安

全运行的守护人，守护“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不变誓言！

（刘永奇）

广告

人民城市 电力相伴

用匠心巧手绘写人民城市实景画

阅 读 提 示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正式设立 3年多来，公园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珍稀罕见的

动植物不断涌现。而公园创新采取土地产权相互置换模式解决生态搬迁难题，则具有重

要的启示、参照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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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冬梅

“我们家五口人一共置换了 50 亩橡胶

林，一年仅橡胶收入就有 4 万元左右。”12 月

18 日下午，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新

高峰村村民符文庄一边指导记者如何割橡

胶，一边介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设立 3
年来村民们如何从排斥搬迁到搬迁后日子

越来越好的变化。

2021年 10月 12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正式设立，总面积 4269平方公里，约占海南

岛陆域国土面积的八分之一，是我国分布最

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

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

如今，3 年多过去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据了解，公园用

创新思维解决了生态搬迁等“硬骨头”问题。

“海南样板”成效显著，珍稀罕见
动植物不断涌现

“看，这是护林员前天来开会的路上拍摄

的圆鼻巨蜥，有两米多长，以前很少见，有些

地方已经灭绝了。”12 月 18 日，记者跟随国家

林草局组织的采访团深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实地考察调研时，公园管理局鹦哥岭分

局局长李大江请记者观看他手机里的圆鼻巨

蜥视频。他介绍说，圆鼻巨蜥是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目前他们发现了 30多只，给每只圆鼻

巨蜥安装了芯片，可以随时追踪了解它们的

情况。

12月19日下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

理局尖峰岭分局南崖管护站护林员刘大业带着

记者穿过密林，跨过小溪，攀爬到一个杂草丛

生、山蚂蟥随处可见的小山坡，指着一个小洞口

说：“这就是今年8月份发现的穿山甲的洞穴。”

刘大业 1981年当护林员，明年就退休了，

他感慨地说：“以前巡山很少见到穿山甲，现

在每年都会发现新的穿山甲，中科院监测到

的有 30只左右。”

“金樽水玉杯是我国被发现和记录的第 9
个该属植物，也是海南记录的第 3 种、在尖峰

岭发现并记录的第 2 种水玉杯属植物。它是

小型全菌根异养植物，一般很难见到。”12 月

19 日下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

究所生态工程师卢春洋在尖峰岭林区展示她

手机里的图片解释说，这个新物种形似酒樽，

于是用李白诗句“金樽清酒斗十千”中的“金

樽”命名为“金樽水玉杯”。

李大江、刘大业、卢春洋等讲述的故事展现

了海南着力打造国家公园建设“海南样板”取得

的成效。尤其是水玉杯属植物对环境要求非常

严苛，是极其稀有的物种，“金樽水玉杯”的发

现，表明海南热带山地雨林保护状况优良，丰富

了植物物种多样性，拓展了野生植物种质资源。

解决生态搬迁难题，创新采取土地
产权相互置换模式

“生态搬迁前，全村都是贫困户，收入主

要靠割胶，一年人均收入只有一两千元。”新

高峰村村委会主任符志明回忆说。

12月 18日，记者在新高峰村看到 59栋美

观的联排两层小楼，这是地方政府免费给村民

建造的生态搬迁新房屋。屋顶有光伏板，村民

每年“卖电”可以增收 2000多元。村前是一条

宽阔的马路，距离县城只有 10多分钟路程。此

前，他们距离县城有三四小时的路程。

做好村民的生态搬迁工作曾经是让人头

痛的“硬骨头”问题。海南省用创新思维解决

“硬骨头”问题，在全国首批国家公园中创新

采取土地产权相互置换模式，推进国家公园

核心保护区居民生态搬迁，解决生态搬迁难

点问题，探索出了一条搬得出、留得住、能致

富和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融互促”的路径。

符志明介绍说，2020年底，白沙县南开乡

原高峰村实施整村搬迁，全村 118户居民从偏

远的山区搬至距离白沙县城 4 公里多的牙叉

镇新高峰村。整村搬迁后，白沙县有关部门

按照人均 10 亩的标准，在村居新址附近为村

民补偿共计约 5000 亩可开割的橡胶林，并按

照“政府+企业+村集体+农户”的模式，动员

村民投工投劳共同发展菌菜轮作产业。

置换后，农场国有土地登记变更为集体

土地，集体土地登记变更为国有土地，原土地

的使用性质不变。2023 年，食用菌项目为村

集体创收 23.13 万元，提供用工 3600 多人次，

村民务工收入近 55万元。

海南省林业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管理局）总工程师周亚东表示，土地产权相互

置换这种创新方式，海南走在了前面。

仍有一些“硬骨头”问题需要继续
用创新思维去攻克

需要继续用创新思维解决的难题还有不

少。据了解，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设立之前

的 20世纪 90年代，荒山造林搞绿化，种了一批

加勒比松，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物种与国家公园

保护对象并不一致。单一的人工林生态系统非

常脆弱，一旦发生病虫害、火灾，全部覆灭，就会

影响周边热带天然林的生态系统稳定性。人工

林的生态修复，是国家公园保护中的重点。像

这样的人工林，在公园范围内有 120 多万亩。

那么，当地是如何处置的呢？

周亚东表示：“这也是一个难题，必须用创

新思维去解决问题。目前我们采取了人工林赎

买的方式。从2022年开始，计划用10年左右的

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怎么买、价格怎么

评估，我们按照流程跟企业协商，得到很多企业

的支持，目前已经完成16.7万亩的赎买任务，迈

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除了人工林的生态恢复，海南还有一些

“硬骨头”问题需要继续用创新思维去攻克。

比如科研平台搭建不扎实，国家公园管理机

构缺乏专门的科研支撑保障事业单位，对国

家公园科研项目的统筹不够；国家公园及周

边社区产业发展主要依赖传统种植业和初

级、粗放、低效类型的资源利用，虽然连续 4年

开展国家公园 GEP 核算，但还没有实现成果

转化应用等。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设立 3年，探索形成生态、生产、生活共融互促路径

用土地产权置换巧解生态搬迁难题

本报北京 12月 26 日电 （记者杨召奎）记者今天从自

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实施以来，地勘单位、矿山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积极开展

找矿工作，取得了一批令人振奋的成果。其中，河南三门峡

盆地油气、鄂西铌钽—稀土、海南锆铪等找矿和技术攻关实

现了重大突破；西藏、黑龙江、湖北的铜，新疆、四川、江西的

锂，新疆、甘肃、湖南、山东、陕西的金，辽宁、新疆、河北的

铁等资源量均实现大幅增长；镓、锗、铟等通过资源再评价

超额完成“十四五”目标，钴、镍、铬等资源量也取得了一定

进展。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要求，下一步，要准确把握新

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凝心聚力、科

学部署、统筹推进，按照“政府主导、公益先行、商业跟进、科技

引领、快速突破”的协调联动机制，形成找矿“大会战”的生动

局面。充分发挥院士专家智囊作用，加强业务咨询和技术指

导，为找矿行动做好全方位技术支撑。加快信息化建设，推进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地质找矿中的融

合应用，促进形成新的找矿范式。

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果显著

本报北京12月26日电 （记者时斓娜）国家统计局、国务

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今天发布第五次全国

经济普查公报。普查全面摸清了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

底，反映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

普查结果显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数量大幅增加，

吸纳更多从业人员；企业资产规模不断壮大，营业收入较快增

长，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劳动生产效率有所提高；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数字经济发展壮大，区域发展协调性、平衡性不

断增强，5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根据普查数据，2023 年末，全国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3327万个，比 2018年末增加 1148.1万

个，增长 52.7%；产业活动单位 3636万个，增加 1181万个，增长

48.1%；个体经营户 8799.5万个，增加 2503.6万个，增长 39.8%。

2023 年末，全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4.3 亿人，比 2018 年末增加 4574.8 万人，增长 11.9%。第二产

业从业人员 1.6亿人，减少 826.3万人，下降 4.8%；第三产业从

业人员 2.6 亿人，增加 5401.2 万人，增长 25.6%。个体经营户

从业人员 1.8亿人。

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从普查的结果来看，5 年来，我国经济经受住了多重的

内外风险考验，总体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与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结果相比，我国经济发展在规模总量、结构优化、

创新驱动、安全保障、绿色转型等方面都呈现出诸多的积极变

化，展现出稳固的基础、强大的韧性和巨大的潜能。

据悉，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经济普查每 5年开展一

次，分别在逢 3、逢 8 的年份实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标

准时点为 2023年 12月 31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 2023年度，普

查对象是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

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出炉
二三产单位数量大幅增加

2024年 12月 20日拍摄的武汉阳逻港
（无人机照片）。

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12 月 26
日发布消息，长江干线2024年港口货物吞
吐量预计达到40.2亿吨，首次突破40亿吨
大关。长江航运发展呈现出韧性更强、量
质齐增的良好局面。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长江干线2024年港口货物吞吐量预计超40亿吨

本报讯 （记者毛浓曦 通讯员韩新毅）12
月 26 日，随着首列 HXD3 型电力机车牵引的

37006 次货物列车缓缓驶出陕西省渭南市蒲

城县钟家村站，甘泉北至钟家村铁路（以下简

称甘钟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完工，投入运

营。至此，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管

内干线铁路全部告别“内燃时代”，陕西成为

全国首个实现干线铁路电气化全覆盖省份。

甘钟铁路于 1991 年 12月建成通车，南起

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钟家村站，北至延安市

甘泉县甘泉北站，运营里程 226.6 公里，全线

设有 23 个车站，是一条单线非电气化铁路干

线。随着“陕煤南运外送”，内燃机车牵引越

来越难以满足运力需求。2023 年 11 月，甘钟

铁路电气化改造施工全面开启。

中国中铁电气化局负责甘钟铁路贺家河至

钟家村段（不含钟家村站）的电力牵引供电、通

信信号、房建、路基、桥梁等工作。施工人员战

严寒、斗酷暑，提前4个月完成改造任务。

甘钟铁路电气化改造的完成，使其货流

密度从 2000 余万吨/年提升至 2800 余万吨/
年，远期将实现 3100万吨/年。

陕西率先实现干线铁路电气化全覆盖

本报北京 12月 26日电 （记者甘皙）今

天，“2024·交通出行服务主题发布活动”在北

京举行。活动现场，启动了全国高速公路宣

传联动机制，并共同发布了《全国高速公路宣

传联动机制倡议书》。

全国高速公路宣传联动机制由全国27家高

速公路运营主体联合发起，成员为各省高速公

路运营单位的宣传负责人，联动机制旨在统筹

做好交通行业宣传和出行信息发布工作，增强

交通行业思想凝聚力，升华新时代交通精神，形

成持久的精神感召力，提升交通行业“软实力”。

为全面展示交通出行服务的先进做法、

典型经验和重要成就，推动全国交通行业出

行服务水平的提升，此次活动在全国范围内

收集特色高速路等优秀宣传案例，评出特色

高速路优秀宣传案例 11 份、特色服务区优秀

宣传案例 10 份、特色出行品牌优秀宣传案例

5 份、特色重点工程优秀宣传案例 9 份、特色

路况信息服务优秀宣传案例 6 份，分别授予

“金牌畅行路”“金牌服务区”“卓越工程品牌”

“卓越出行品牌”“金牌路况领航员”的称号。

27家高速公路运营主体建立宣传联动机制提升交通“软实力”

近日，由中铁建设承建的长江沿岸铁路集团总部T1塔楼
钢结构塔冠主桁架顺利合龙。

该大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建成后将成为我国首个高铁
科技产业总部楼宇、首个高铁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本报通讯员 陈强 摄

首个高铁科技产业总部楼宇加快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