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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防 溺 水 知 识 科 普 之 二

本报讯（杨文美 黎祖艳） 6月20日至22日，石阡县
共有 4307人参加 2025年贵州省初级中学学业水平考
试，石阡公安、交警、供电、医疗等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
作，开展保交通、保供电等服务，全力护航中考，给广大
考生营造安全、安心的考试环境。

今年，石阡县共设本庄中学、白沙中学、石阡中学、
民族中学、第三高中 5个考点共146个考场，其中 21所
学校考生需离校参加考试，为保证学生安全、安心参考，
各学校安排教师带队陪考。

“考试期间，我们老师和学生是同吃同住，老师还要
负责护送学生到考点，班主任统一发放、收回准考证。”
石阡县龙塘镇初级中学校长杨玺介绍，此次中考，学校
拟定了中考实施方案，对交通、食宿等都进行了责任分
工，包保到人，确保学生有问题能第一时间找到老师。

为确保考场周边出行畅通，考点附近无噪音影响，
石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周密部署，在考点周边路口设置
了禁止鸣笛标志标牌，增派警力，加强交通疏导、分流和
临时管制，维护城区道路畅通有序，给广大考生营造安
心、静心的考试环境。

中考期间，石阡供电局提前对各考点的相关供电线
路、配电设施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并消除潜在的安全隐
患，确保电力设施以最佳状态迎接中考。开考后，每个
考点安排两组人员，每天定时对考场内配电设备进行巡
视和检查，实时检测设备的运行状态。同时安排应急发
电车驻守重点考点，确保突发情况下快速响应，为考生
营造一个明亮、稳定的考试环境。

此外，在各考点，公安、医疗、住建等部门工作人员
驻点值守，严阵以待，以防出现紧急情况时第一时间处
置，并加强巡逻，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石阡多部门联合
为中考学子护航

万山汞矿曾是世界上大型汞矿山之
一。曾经的矿区，数万名矿工日夜劳作，
写下了汞矿产汞量连续 5年位居世界第
一的骄人篇章。汞矿产业的兴盛一时，
也让两代矿区人在资源枯竭后，继续融
入“两个转型”的浪潮，为万山的高质量
发展添砖加瓦。

“矿区人”生活今非昔比
“走出去、再回来，还是离不开矿区

这个家，想把外面看到的、学到的带回来
发展家乡。”在江苏打工十几年的黄礼群
是一名典型的矿区后人，选择回到家乡
的同时，也看到了这里焕发出的蓬勃生
机和难得机遇。

黄礼群经营着一家蔬菜科技基地，
采取生态农业和休闲农业旅游融合的模
式发展，一方面能够带动当地村民就业，
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外来游客。

“原来工资是 90元一天，现在涨到
120元。”在万山区九丰农业博览园的农
业体验大棚里，周阿姨一边细心地检查
着蔬菜叶片的健康度，一边说，自己也是
一名矿区后人，自从来了大棚后工资渐
长。据了解，该蔬菜科技基地长期雇佣
200多人，大多都是当地村民，也有像周
阿姨一样的矿区后人，他们选择在新矿
区继续生活，一方面是万山发展越来越
好，就业机会增多，在家门口工作，是一

种无形的优势和便宜。另一方面，家中
的长辈和老人仍在矿区生活，保留着最
简单的生活方式，留在矿区周边工作也
可以更多的照顾老人。

“即便现在家里仍没有厕所，起夜还
需要用痰盂，喝热水也需用炉火，但老人
们习惯了过去的生活方式，不愿意迁到
政府建好的新房子里去。”即使是当上了
老板的黄礼群，为了照顾家中年迈的老
人，每天依旧穿梭在科技蔬菜基地和矿
区老屋之间。

“以前矿区电力供应不稳定，家里都
常备油灯、蜡烛，这几年没停过电。”黄礼
群说，自从回到家乡，不管是经营的蔬菜
基地，还是矿区生活，电力稳定已是今非
昔比。

矿区变景区，电网改造升级
朱砂古镇从矿区转型成为工业文化

怀旧景区，万山供电局经开区供电所对
景区内的线路进行改造升级。为搭配景
区“怀旧”氛围，大部分供电线路架设在
原本老旧的电杆上，所有线路均进行绝
缘化改造和线径升级，在保留旧貌的同
时，确保线路安全可靠。

“你别看这些线路弯弯曲曲、不够整
齐，其实安全得很。从怀旧景区建成到
现在，很少停电。”向游客介绍景区安全
用电的万山供电局经开区供电所所长黄

开树，也是一名矿区后人，十多年以来，
他以矿区人的坚韧执着，服务着这方故
乡故土，并成长成一名守护一方光明的

“南网人”。
“2008年，万山遭遇了百年难得一遇

的冰雪凝冻自然灾害，当时，停水停电，
矿区的生活异常艰难，2024年，同样是
低温凝冻灾害，而且时间更长，却没有停
电。”黄开树说起电网发展，有自豪也有
欣慰。

在应对 2024年初的 4轮低温寒潮
中，数字化智能电网大显身手，有力应对
了万山区域电网海拔高、湿度大、覆冰快
的地域特点，保障了矿区人的正常用电。

矿区加速转型，电网服务绿色发展
在数字化智能电网的助攻下，南方

电网构建了赋能新型能源生态电力系
统，助力发展怀旧旅游、生态农业、新能
源汽车等产业，让资源枯竭的矿区焕发
了新的活力。

“汽车生产线驱动和产品迭代升级
都离不开电，从我们入驻到生产线整装
生产，供电局做了大量细致周到的工作”
万仁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大涌说
道。充足的电力是他们顺利开展生产和
研发的重要保障。今年以来，万仁汽车
订单量持续攀升，产能不断扩张。

自2016年万仁汽车入驻万山以来，

积极向城乡物流市场进军，因产品经济
适用、售后保障等优点，得到了周边群
众的追捧。新能源汽车在改变了矿区
人出行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他们的生
活方式。

王大姐在工业文化怀旧景区经营着
一家特色餐厅，是远近闻名的万山美食，
因物流运输需要，王大姐采购了一台新
能源卡车，在使用中为充电犯愁。

“平时生意忙起来，根本就不得空去
供电所办理充电桩。”王大姐的装电焦
虑，在使用上“南网在线”APP“刷脸办电”
服务后，化作了手机屏幕前的会心一笑，
用电报装就像发朋友圈般简单。曾经需
要提交材料的繁琐手续，化作了指尖的
轻轻触达。像王大姐一样在工作和生活
中平衡两难的人，依托“互联网+认证”，
实现了用电一次都不跑。

在王大姐特色美食店热火朝天，宾
客满堂时，奔驰归来的新能源微卡已经
静静的插上充电桩，等待下一次出发。

坚持不懈，终将破茧成蝶。人们在
追求美好生活，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大道
上，万山矿区像一座历史的丰碑，矗立在
50年前汞矿轰鸣的热闹喧嚣中，而电流
让过去和现在、丰沃与枯竭、获取与生机
关联起来，持续推动改革发展的步伐向
前走。

千年汞都矿区人的“南网”情缘
李莉 陈厦华

本报讯(记者 舒红） 近日，江口梵瑞社区活动中心
开展“智慧防诈·守护夕阳”防诈骗主题课堂。作为梵瑞
社区“慈善助老驿站”项目的常态化服务内容，该活动通
过“案例剖析+情景演练+知识科普”模式，为社区老人构
建反诈防护网。

据悉，慈善助老驿站项目由铜仁市帆锦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于今年5月正式启动，旨在通过“社工+志愿者+社
区”协同模式，为梵瑞社区老年群体提供健康管理、生活援
助、文化教育等服务，目前已累计开展义诊、养生课堂、流
动服务车探访等服务活动10余场，服务超300人次。

活动现场，社工石银莲以社区案例切入，用方言俗
语拆解“保健品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中奖退税”等
六大高频骗局。她手持诈骗话术对比图，逐句分析“国
家补贴”“专家会诊”等惯用套路，当播放某保健品诈骗
团伙真实录音时，王奶奶突然举手：“前天就有人打这种
电话，说我中了‘老年补贴’。”

针对老年人关注的健康话题，社工特别设置“养生
陷阱”专题，展示某虚假保健品检测报告，所谓“深海鱼
油”经检测只有食用油成分。在模拟诈骗电话互动环
节，老人们将“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三不原则”活
学活用，社工现场演示拨打 96110反诈专线流程，并为
每位老人手机设置快捷拨号键。

此次活动不仅帮助老人们掌握反诈技能，更通过
“真实案例+情景实操”的沉浸式教育，让防诈意识深入
老年群体。下一步，慈善助老驿站将持续开展系列反诈
宣传，以常态化服务守护老年人“钱袋子”，打造安全和
谐的社区养老环境。

江口梵瑞社区助老驿站
开展反诈攻防演练

本报讯（李红艳 杨文姜 文/图） 6月17日，在印江
紫薇至合水公路改扩建工程幕龙村、壩峨村、鱼泉村等路
段施工现场，挖掘机挥舞着大铁臂碎石掘土，装载机、运
输车辆来回穿梭装运。工人们正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
忙碌有序地进行着各项施工作业，确保项目按时保质完
成建设目标。

目前项目已完成路基清表工作，正全力推进土石方
开挖、浆砌挡墙等关键施工环节。据了解，紫薇至合水公
路改扩建工程，是贵州省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建设项
目库内的重点项目，其连接上级公路网涵盖秀山（黔渝
界）至印江高速公路、G352国道及梵净山旅游环线公路。
该项目起于紫薇镇紫薇园，途经紫薇集镇、慕龙村、尖峰
村、鱼泉村、坪峨村、新莲村，最终抵达合水镇高寨村与
G352国道平交。项目总投资10713.24万元，全长11.069
公里，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从 7.5米扩建为
8.5米至12米之间，充分满足未来交通流量的增长需求。

“工程于今年 5月份开工，目前正在施工作业路基、
土石方开挖、路基防护工程切除及涵洞工程施工，累计
完成投资800万元，预计明年的10月底前完工。”印江交
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将严格
项目管理，确保计费合理、数据准确，监督和审核全覆
盖，无死角。

印江紫薇镇至合水镇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作为印江
十件民生实事之一，是印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项目建成后，将与印秀高速形成更加完善的路网结构，
为该县紫薇镇、合水镇的区域经济发展及梵净山西线旅
游提供强有力的交通支撑。同时，还将促进沿线地区的
资源开发和产业升级，直接惠及乡村农家乐、特色农产品
销售等业态，为当地群众创造更多“家门口”的就业致富
路径。

印江紫薇至合水公路改扩建工程加速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