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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省戏

剧家协会、《当代戏剧》杂

志社联合举办的 2022 年

剧本征稿评奖结果出炉、

我市三个剧本榜上有名。

据了解，全省本次共

收到剧本 100 个（其中大

戏 51 个、小戏 24 个、小品

25 个），经过主办单位组

织戏剧专家进行初评和终

审，最终评出 22 部作品。

其中，我市张秋里、贾雷

鸣创作的秦腔历史剧《香

魂记》获得大戏类二等奖，

杨会文创作的小戏《三鬼

告包拯》、张银萍创作的小

戏《新三击掌》获小戏类二

等奖。《香魂记》写的是安

史之乱期间，唐玄宗携杨

玉环逃至马嵬驿，六军哗

变，威逼皇帝要求处死杨

玉环。该剧打破人们对“李

杨爱情”的传统认识，以全

新的视角，解读他们的深

刻反思和内心世界，对当

今社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具有一定的借鉴和警示

作用。《三鬼告包拯》以独

特的视角，打破人们对包

拯、三鬼的传统认知，激

发人们的好奇心理。《新

三击掌》写的是在上海打

工多年的陕西青年党红

旗，坚持要回家乡创业，

母亲气愤至极，要与他三

击掌。在父亲的理解和女

友的支持下，母亲终于被

说服。党红旗要和他们重

新三击掌，两年内一定干

出名堂，早日和女友走进

婚姻殿堂。

           （毛丽娜）

第八届陕西省艺术节获奖剧目——

我市原创儿童剧 《疯狂兔子镇》 今晚上演
本报讯 森林里有一

个美丽的“兔子镇”，在那

里即将发生一件大事，事

关兔子们的幸福生活，为

了捍卫家园，兔子们该怎

么办呢？10 月 21 日晚，原

创儿童剧《疯狂兔子镇》

将在市艺术剧院小剧场

上演。让我们一起走进

“兔子镇”，与勇敢的兔

子们一起来一场“疯狂行

动”，用善良正义之光驱散

黑暗与邪恶。

宝鸡市艺术剧院大型

原创儿童剧《疯狂兔子镇》

在第八届陕西省艺术节获

优秀剧目奖。剧情讲述了

森林旁边的“兔子镇”里，

世世代代居住着一群善良

的兔子。萝卜丰收了，森林

治安官白狼狗带着手下接

管了兔子镇。萝卜被白狼

狗一伙霸占，它们有着不

可告人的目的——霸占所

有的萝卜，饿得兔子们动

弹不了，最终让兔子成为

它们的美餐。

兔子镇的“居民”们从

怀疑到反抗，用自己的聪

明智慧和勇敢信念，最终

战胜了白狼狗一伙，并成

功解救了被囚禁的狮子

王。从此，兔子镇又恢复了

往日幸福快乐的生活。

该剧让孩子们与剧中

动物一起沉浸式历险的同

时，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

魅力，领悟真善美的含义，

从故事中成长并汲取积极

向上、勇于战胜困难的正

能量。

据悉，演出将持续至

10 月 23 日。  

         （毛丽娜）

宝鸡灯谜西北谜会获佳绩
本报讯 从近日闭幕

的西北地区第五届谜会（青

海·云谜会）上传来喜讯，

宝鸡代表队在 6个项目比

赛中共获得2项个人冠军、

2项个人季军、1个团体亚

军等，共计13个奖项。

原计划2020年举办的

第五届西北谜会因疫情推

至今年举办，最终采取“云

谜会”模式进行。来自西北

五省区的谜友参加了自荐

佳谜、命题创作、男子个人

抢答赛、女子个人抢答赛、

常青组个人抢答赛、团体抢

答赛等 6个项目的网络比

赛。我市灯谜学会通过练兵

热身赛、选拔赛，最终组成

强大阵容，参加了本次谜会

所有项目。最终，李毅获得

男子组个人抢答赛冠军，魏

建国、田守文分获常青组个

人抢答赛冠军、季军，安丽

华获女子组个人抢答赛季

军，宝鸡代表队获得团体抢

答赛亚军。封利军、张宝文、

李毅、魏建国、马爱国 5人

获得自荐佳谜、命题创作赛

“十佳”“十优”奖。张宝文荣

获“繁荣西北地区灯谜艺

术”突出贡献奖。

  本报记者 周勇军

全省 2022 年剧本征稿评奖结果出炉——

我市三剧本榜上有名

九旬老战士的

照片，有时胜过千言万语，

记录历史印记，封存难忘瞬间。

而在九旬老兵李世宣看来，照片

就是他的军功章，是他最为珍贵

的能留给子孙的“传家宝”。10

月 19日晚，记者来到位于陕西

省军区宝鸡第一离职干部休养

所营区内的李世宣家里，见到了

已经94岁高龄的革命老兵，倾

听了他的“传家宝”背后的故事。

一个战场救援的故事
虽已至鲐背之年，可是穿

戴着军装、军帽，胸前挂满各

种勋章的李世宣，看起来精神

矍铄。而且，他耳不聋、眼不

花，语言表达也很清楚。看到

记者，李世宣老人显得格外高

兴，他将珍藏的老照片整齐摆

放在桌子上，开始向记者娓娓

道来那些照片背后的峥嵘岁

月。李世宣出生于 1928 年，

老家在河南省开封市杞县。

1943 年，出身农家的他参军

入伍，并在新四军 49 旅 25 团

做了一名通信员。每次为部队

送信，都是一次生死考验，尤

其在过封锁线时，头顶炮火纷

飞，可是年轻的李世宣不知道

害怕，只知道必须要顺利完成

每一项任务。淮海战役后，解

放军缴回了不少汽车，可是部

队里会开车的人寥寥无几，培

训驾驶员就成了一项重要工

作。由于聪敏好学，李世宣被

组织安排做了第一批驾驶员。

李世宣指着那张他与战

友们站在车前的合影告诉记

者，学会开车后，他还在抗美

援朝战争中救了两名朝鲜人。

原来，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李

世宣所在的后勤部运输连主

要负责运送给养，为了保证

安全有效运送物资，他带领

的 5 辆汽车主要在夜间行进。

一天夜里，遇上大雨，车到山

脚下，却发现跟在后面的朝鲜

部队的油罐车突发侧翻，李世

宣立即下车查看，危险时刻，

他快速找到钢丝绳，一段绑住

油罐车轮胎，另一头固定到大

树上，保持车辆稳定，随后砸

破车窗，顺利救出被困在驾驶

室里的两名朝鲜籍驾驶员。因

为此事，朝鲜部队还专门找到

李世宣所在部队，当面表示感

谢，并向他赠送了一枚印有朝

鲜文的勋章。“记得当时这枚

勋章还配有咱们的汉字，只

是现在时间太久，已经找不到

了。”说起找不到的好多老物

件，李世宣遗憾地叹了口气。

一个关于粮食的故事
“记者同志，你再看看这张

照片，是我们从朝鲜回来几年

后，在华阴农场种植粮食时，我

站在收割机上的一张老照片。”

李世宣指着照片兴奋地说，当

时部队的粮食不够吃，解放军

吃的都是磨碎的玉米秆，许久

不知面粉味儿。为了解决温饱，

他们想办法将原本的草场开发

出来，开始种植小麦、玉米、花

生等农作物。庆幸的是，种下的

作物连获丰收，不仅一下子解

决了吃饭问题，还将剩下的一

半粮食交给了国家。“我们还帮

助当地村民用拖拉机、收割机

种地收粮，村民也都热情地把

自家做的饭食、鞋垫、衣服等送

给我们，军民鱼水之情到今天

都让我感动。”李世宣说着，又

拿起另外一张照片，“看，这是

我们的首长手捧丰收的粮食拍

下的照片，他当时很激动。”国

家强盛，山河日新。“如今，咱们

都在和平年代，生活条件越来

越好，可是，我忘不了曾经的艰

苦岁月，忘不了那些牺牲的战

友。”说到这里，李世宣有些哽

咽，他拿起一张与十余名战友

在农场的合影仔细看了又看，

多种粮种好粮，也是在为国家

建设作贡献。

据李世宣介绍，他的党龄

已经有 65 年，“当时组织给我

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

时我就说，我是老革命，更是老

党员，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为

人民服务，为社会作贡献。”采

访中，记者了解到，李世宣在革

命生涯中，先后参加过孟良崮、

淮海、渡江等战役和抗美援朝

战争，荣立一等功 2次、二等功

2 次、三等功 4 次，可谓战功赫

赫。烽火岁月，留下的不只是累

累伤痕，还有心底的道道沟壑。

记者注意到，李世宣行走时腿

有不便，他告诉记者，自己曾在

渡江战役中左腿中弹负伤，每

逢阴雨天，伤口还会隐隐作痛。

“我们家现在四世同堂，最

小的重孙才 2 岁，每次家庭聚

会，我都会给孩子们讲我们那

个战争年代，把我视作传家宝

一样的这些照片给他们看，讲

照片上的故事。盛世中国，我

们更要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

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李世

宣说，孩子们在他的言传身教

下，吃饭从不浪费粮食，也从不

跟别人攀比吃穿，重孙们不厌

其烦地听他一遍一遍讲那些战

争年代的故事，在幼小的心底

埋下爱国的种子。

这位革命老兵为国家和人

民奉献一生，那些已有些泛黄

的照片是他荣耀的写照、功勋

的记录。

传
家
宝

寻找珍贵照片本报记者 罗琴

全国报纸副刊评奖揭晓——

本报四件作品获奖
本报讯 2021 年度全

国报纸副刊评奖近日揭

晓，本报副刊 4 件作品榜

上有名。 

张晓燕、孙海涛合写

的特写《捐出来的十里红

军路》是一则来自基层的

独家新闻，建党百年来临

之际，记者深入山区实地

采访到的这种农民自下

而上的行动，充分体现出

党与百姓的鱼水深情，主

题重大、事件典型，新闻

价值与宣传价值俱佳。

加之其故事生动、文字洗

练、传播力强，发表后引

起强烈社会反响，不仅让

读者受到了红色革命历

史教育，而且带火了当地

的乡村旅游，荣获年度精

品奖。胡宝林的文学评论

《网络时代的文学创作更

需树立精品意识》针砭时

弊、切中要害，言之有物、

说理透彻，喜获年度佳作

奖。两篇均被收入 2021

年度中国报纸副刊作品

集萃。另有张晓燕、麻雪、

于虹编辑的《西府守艺

人》迄今已刊发 30 多期，

栏目稿件通过深入采访，

用故事性强、细节丰富的

文字，漂亮且富有视觉冲

击力的照片，呈现宝鸡众

多非遗传承人的故事，获

评最佳专栏 ；张琼、毛丽

娜 编 辑 的 2021 年 7 月

23 日 5 版《有趣的方言》

筛选了具有代表性且有

趣的几个宝鸡方言词语

进行解析，展示了这个地

区深厚的文化根脉，获评

最佳版面。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李世宣老人展示珍藏的老照片

国网宝鸡供电公司配网部副主任赵飞：

电能送到千万家  乡村振兴动力足
从线路工到配网管理人

员，我在供电系统已经工作了

十多个年头。我亲眼见证了宝

鸡地区配电网的飞速发展，亲

身感受到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带

来的巨大变化，以及数字化、智

能化配网管理的高效和便利。

十年间，随着配网建设力度不

断加强，配电网架结构日趋完

善，从城市到乡村，我们用心点

亮万家灯火，用情激活乡村“致

富密码”。

如果把电力主网比作人

体的“大动脉”，那么配网就是

遍布全身的“毛细血管”，“大

动脉”跨越千里将电力输送到

负荷密集地区，再经各级“毛

细血管”进入城乡，送到千家

万户，可以说配网就是电力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十年

前，农村电网结构薄弱，配变

设备、线路等基础设施老旧，

配电网负载能力较差，户均配

变容量普遍不足，20 年以上

“工龄”的配电设备随处可见，

电网经常会出现线路故障，或

者停电检修，那时候停电，对

大部分用户来说都很常见。一

些偏远山区还没有通上动力

电，大型的用电设备就无法正

常使用，严重制约了农村的经

济发展。十年间，为了满足百

姓日常生活及地区经济发展

用能需求，国网宝鸡供电公司

加大了配网建设投资规模，

“超龄”的老旧设备被现代化

设备取代，一个智能化的电网

结构日渐成熟。其中，农网改

造工程，让全市所有行政村通

上了动力电，充足稳定的电力

为乡村产业发展增添了“新引

擎”；机井通电工程的实施，解

决了过去农村吃水难、浇地难

等问题，让“靠天吃饭”成为过

去时。如今，农村电网结构优

化升级，配变设备愈发智能，

供电质量不断提升。同时，大

量带电作业的实施，真正进入

到了无感知的检修时代，年停

电时户数由过去的 14.41 小

时降到了 1.88 小时，户均容

量也由 1.35 千伏安提升到

2.38 千伏安，老百姓家里几乎

没有停过电。坚强的电网结构

不仅满足了农村群众的生产

生活用电，更让村民在致富路

上越走越稳。

这十年，宝鸡地区电网建

设可以说坐上了“火箭”。以

前，要完成一个配电变压器台

区的安装，从准备到完工至少

要 3 天，这还必须有经验丰富

的老师傅参与才能一次性把

所有零件准备齐。如今，安装

配电变压器就像“搭积木”，设

备成套从厂家配送，智能化、

机械化作业一天就能完成一

个台区的安装，既轻松又高

效。此外，智能化设备的投入，

更让电网运维发生了“智”变，

3134 台自动化开关“上岗”，

精准研判线路故障区段并实

时向后台反馈 ；智能融合终端

设备“登场”，实时监测电流、

电压和三相不平衡等信息，第

一时间“诊断”电能质量 ；红外

测温仪和放电检测设备投用，

为电力工人装上了“透视眼”

和“顺风耳”，大大提升了故障

处置的效率。

从点亮一个家，到温暖一

座城；从架设一条线，到编织

全电网。短短十年间，宝鸡地区

配网建设成绩斐然，10 千伏

线路 732 条、11679 千米，0.4

千伏线路 13162 条、19232 千

米，一条条电力线路一头牵动

着“电力心”，一头连接着宝鸡

人的经济与生活，放心电、舒心

电、安心电源源不断，为乡村振

兴增加动力，为经济腾飞增添

底气，为百姓生活注入活力。

( 李晓菲整理）

国网宝鸡供电公司员工开展配网带电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