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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9 日下午，嘉兴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青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苏州

市城市管理局在嘉善西塘举行长三角城

市管理与综合执法一体化工作会议，共

同签署《推进长三角城市管理与综合执

法一体化发展十二条合作指引》。

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嘉兴、青浦、苏

州三地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全力推

进示范区毗邻地带跨界行政执法工作。

金如丹 江新峰 师建林

首届长三角城市管理与综合执法
一体化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8 岁的藏族小姑娘央措笑了，奶奶嘎桑

说，这是孙女笑得最开心的一次，孩子终于能

看上梦寐以求的电视了。

今年 5 月 16 日，央措所在的那曲市申扎

县卡德镇卡德自然村通电了，这里是藏北高原

偏远村落，海拔 4700 米，总共只有 3 户 10 口

人居住。此前这里居民靠烧牦牛粪供暖，照明

电则依靠屋顶上的太阳能。

从申扎县城前往卡德村，需要翻越3座海

拔 5000 以上的山峰，2 条结冰的河流。沿途

山高谷深，道路崎岖。

卡德村离最近的行政村罗普村有近半小

时的车程，此前小村不通电、不通水、不通网，

村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没电的时候，小孩进了县城就舍不得回

家。”今年 71 岁多的嘎桑老人说，记得前年入

冬前，她带着孙女央措赶到申扎县城，在大雪

封山前购买一家人整个冬天的口粮。第一次

来到县城的央措十分好奇，在一家商店的电视

机前一动不动。

能在家里看上电视，成了央措心里的梦。

看着眼前痴痴地望着电视的小孙女，嘎桑

心里满是酸楚，“当时我就想，等家里有电了，

一定要给孙女买一台电视机。”

乡村振兴，电力先行。在国家脱贫攻坚大

战略背景下，2011年，世界海拔最高的输变电

工程——青藏联网工程建成投运，结束了西藏

孤网运行的历史。

为解决偏远山区人民的用电问题，当地政

府实施了“金太阳”光伏工程，2016年，卡德村

也像其他村子一样，用上了政府免费安装的光

伏电，实现了“户户通电”。然而，光伏发电需

要“靠天吃饭”，由于电力不足、电压不稳等原

因，嘎桑和孙女的电视梦仍然未能实现。

2018 年起，国网衢州供电公司对口支援

申扎县供电公司，投资 1.45 亿元，新建（改造）

10 千伏线路 579.903 千米，为申扎县 6 个乡镇

近3000户的农牧民通上放心电。

据了解，在西藏建设 10 千伏线路的成本

每公里 6 万元左右，而仅仅为卡德村 3 户人家

建设的线路就长达 30 余公里，造价近 200 万

元。按照农户月正常用电量50千瓦时的电费

计算，这个投资成本可供家庭用电1000多年，

这还不算上日常的人工维护成本。

“也就是说，卡德村的电网建设一千年也

收不回成本。让卡德村通电，体现的是党和政

府脱贫攻坚的决心和对贫困百姓的关怀。”国

网衢州供电公司援藏对口帮扶组组长郑璇源

说。

今年 5 月 16 日，卡德村用上了和县城一

样安全、方便、便宜的直供电，也让村民们需要

“靠天用电”和烧牛粪取暖的日子一去不复

返。“通电的人们，感谢你们！”嘎桑一家热情地

招呼帮扶人员，并为他们倒上一杯暖暖的酥油

茶。

从简陋的土坯房到一排排灰顶黄墙的新

房；从简单的几块光伏板到12米高的电杆、笔

直崭新的电线⋯⋯8 个月的跋山涉水，援藏的

衢州电力人点亮了藏区贫困村的明天。

嘎桑说，她已经买了一台电视，看上电视

的央措高兴极了，天天跟着电视学习普通话。

本报记者 盛伟 通讯员 卢奇正

发自西藏那曲

为只有三户人家的西藏高原小村通电

一千年也不会回本
国网衢电还是尽心去做

生活节俭却千金散尽

“你看，这就是外婆自己做的电话号码簿。”在周美庆老

太太家里，照顾她日常生活的郦阿姨找出一本小册子给我

们看。这本自制的电话号码簿，大小跟买来的差不多，内页

是老太太用病例本剩下的空白页裁剪而成的，封面用黑布

缝制，看上去结实美观，跟买来的成品差不了多少。

“那时候我在做电话号码簿的时候，别人笑我说，这个

买买只要两块钱一本好了。我觉得两块钱也不能浪费，就

自己做了两本。”老太太说。

周美庆的外孙女朱建丽回忆，2018 年年底，她给了外

婆 5000 元钱。没过几天，外婆就以她的名义捐了 2000 元

用于牌头镇修路，“然后去年4月份我去看外婆，将2000元

补上孝敬。结果5月份再去看她的时候，她说又帮我做了一

件好事，将这2000元捐给同村住院回来的人买营养品了。”

周美庆的丈夫杨巨贤在世时，也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热心

公益的老人。在草塔和牌头之间，有一条乡间公路，叫蒲岱

岭公路。蒲岱岭公路始建于1998年，首期完成了草塔至下

汪、牌头至溪口的工程。2002年，杨巨贤和周美庆商量后，

让大孙子杨建宇一个人出资了45万元，再次广集资金，总投

入105万元，将岭基开低8米，连线贯通。当地村民终于告

别了翻山越岭之苦。

杨巨贤老人2012年去世，享年91岁。“虽然他走了，但

我还是会继续做好事的。”老太太说。

从 1982 年捐款 450 元给张家修路起，到 2018 年捐款

5000 元给后坂修路，老太太的捐款清单，长达 30 多条，累

计捐款已达上百万元。

家族微信群里写回忆录

虽然年近百岁，但周美庆老太太的记忆力却很好，思路也

很清晰。她经常给儿孙们讲从前的事情，还在家族微信群里

断断续续地写回忆录，让大家知道，现在的生活是多么幸福。

周美庆出生于1924年5月，说起来，她还是一个遗腹子。

“当时我还在娘胎里，才4个月。已经有一个哥哥周天

格，大家劝说我妈妈不要这个孩子了。妈妈用了多种手段

堕胎，但没成功。到了第二年 5 月，我出生了。”回忆从前，

老人说，自己的命运很坎坷。

因为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也没有改嫁，周美庆

从小生活清苦。她只读了一年半书，13岁起就给别人打毛

衣，打一件赚一元钱。她还会做鞋子，做各种农活。这些从

小学会的技艺，老太太现在都还没有忘记。今年，心灵手巧

的她还用毛线和钩针，给家里的小狗做了一件可爱的毛衣。

她还写好了遗嘱，说自己百年之后，儿孙们办“白事”要

以节约为主，不要做道场，也不要放鞭炮，“我都复印了好几

张，发给他们看。”

在诸暨大唐街道蒲岱村金家店自然村，人人都认识97岁老太太周美庆。多年来，她做慈善帮助了很多家庭困难的人，累计

捐款达上百万元。老太太自己生活却很节俭，甚至舍不得花两块钱买一本电话号码簿，而是自己亲手制作了两本。

舍不得花两块钱买本电话号码簿

97岁诸暨老太，散尽百万做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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