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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是新
时代“拓荒牛”的生动写照。在济南能源
集团系统，有这样一位敢闯、敢创、敢干
的“拓荒牛”，为达标供暖，他不舍昼夜；
为项目施工，他精益求精；为快速发展，
他大胆改革……近两年，他带领的这家
公司跨越式增长，产值逼近百亿元。他
就是济南能源工程集团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尹承磊。

担当创奇迹 新建一座能源站

2017年冬天，原商河县供热服务公
司要进行煤改气升级改造。此时正处在
供暖季，为减少施工给群众供暖带来的
影响，项目建设首要就是快，“当时，我们
把这个项目作为重大工程，全力推进。
职能部门搬到现场，设计、施工、物资采
购同步推进，200多名工人24小时不间
断作业，1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35台、共
计58.9兆瓦燃气锅炉的安装。”

回忆起建设过程，尹承磊说真是没
想到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干完。依靠高
效协同的组织施工，他们刷新了新建换
热站施工纪录。在济南能源工程集团汇
通公司副总经理冯艳培看来，“好兵需要
干将带”“为了项目建设，董事长尹承磊
和我们一样，经常吃住在工地，指导施
工、解决问题，从没见他懈怠过，让我感
受最强烈的就是他的干劲。”

济南热力集团自管站改造项目是
济南能源工程集团承揽的重点惠民项
目，有516个自管站，涉及改造总面积
约 2490 万平方米。尹承磊带领集团
制定了“2020 年起步、2021 年攻坚、
2022年收官”的三年行动计划，向精品
工程发力。今年负责改造的194个自
管站，已提前20天完工，以更快速度、
更高标准破解了困扰群众多年的供热
遗留难题。

供暖季即将到来，尹承磊说：“我们
将以更加负责的态度，守护好泉城3.13
亿平方米供暖设施的正常运行，践行济
南能源工程集团的民生承诺。”

实干跨领域 闯出一片新天地

获得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
的第二年，济南能源工程集团产值首次
突破10亿元，第三年达到40亿元，今
年合同额已达到70亿元。快速发展，
源自尹承磊确定的“走出去”“创品牌”
的思路。

“城市发展越来越快，要想跟上时代
步伐，提升本领的同时也要拓宽空间。”
近年来，尹承磊不满足于干热力工程“老
本行”，大胆尝试进入市政工程、公路工
程、建筑工程、城市燃气工程领域。

2020年10月，日照市东港区滕家
村商业综合体项目开工建设，这是他们

承担的第一个房建项目。初入新领域，
为组织建设好，尹承磊在管理和施工中
不断积累经验。施工中，他更是多次到
项目一线调研指导。

尹承磊积极拓展外部市场，承揽各
类道路、园林绿化等工程。2020年，济
南能源工程集团承接了日照市东港区产
业园配套设施工程、泰安市泰山城区热
力管网土建工程、长清区黄河滩区居民
外迁安置配套道路建设工程、济南长平
滩区护城堤等工程，项目遍布省内16市
以及安徽合肥、河北邢台等地。

尹承磊和他的同事打响了“能源工
程铁军”品牌。

他的同事董效萌说：“近几年，公司
在董事长尹承磊带领下闯出了一条高质
量发展的路子，从供热工程到燃气工程、
绿化工程、建设工程等，实现了跨行业发
展，搭建了济南能源工程集团立体化的
发展链条。”

奋斗不止步 奉献践行“新担当”

“作为共产党员，就要敢于作为，勇
挑重担；作为带头人，更要创新发展，甘
于奉献。”尹承磊用行动带动着身边人。

无论炎热酷暑、三九寒天，尹承磊始
终坚守在项目建设第一线，2020年冬
天，刚刚做完手术，他就赶到章丘区清洁
取暖项目建设现场，给员工鼓劲……各

工序之间无缝连接，项目及时完成。
尹承磊时刻谨记济南能源工程集团

“知行合一，为人民服务”的企业核心价
值观，力求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实际
问题。在他的带领下，集团坚持把群众
的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积极推进燃气“村
村通”工程施工。今年集团施工的济南
市清洁取暖工程项目涉及5个片区、77
个村居，为22126户居民建设燃气管
线。一条条燃气管线穿山越岭，进镇入
村，为群众送去了冬日暖流。

“董事长是名副其实的‘工地穿行
者’。”济南能源工程集团综合行政部部
长刘童童说，尹承磊经常是上午还在开
会调度工作，下午就到了外地的工地现
场，第二天早上又能在公司看到他的身
影。车辆里程表和一张张火车票、飞机
票都记录着他的拼搏“里程”。

2021年是济南能源工程集团“一张
网”正式运营的元年。“我将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和斗志，带领‘铁军’为能源事业
高质量发展奋力前行。”尹承磊表示。

（本报记者 邹建明)

创新发展建成供暖优质路径 开拓市场带领企业“四面开花”

尹承磊：奋力前行的能源“拓荒牛”
本报11月2日讯（记者 冯瑜 通讯员 刘国亮 李翔）民生无

小事，冷暖在人心。今年以来，市生态环境局市中分局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聚
焦民生、服务民生，全力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让辖区群众呼吸
到清新的空气，喝上更放心的水。

为10个社区安装扬尘在线环境监测仪
扬尘在线环境监测仪可以实时监测PM2.5、PM10、噪声、温

度、湿度、风速等环境数据，方便群众了解片区空气质量，同时为环
境监察执法，快速锁定重污染天气污染源等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今年8月，市生态环境局市中分局为10个社区安装扬尘在线
环境监测仪。社区扬尘在线环境监测仪投入使用，相当于给社区
装上了一个环境监测“天眼”，让社区居民更加直观、实时获取环境
空气质量信息，不但提升了群众的环境幸福感和公众参与度，同时
增强了生态环保铁军不断提升环境保护工作的责任感。

为30个村的66口井进行水质监测
农村饮用水安全是关系广大农民身体健康的重大问题，也是

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今年，市生态环境局市中分局将“对农村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30个村的66口水井进行水质监测”列入
2021年度“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积极推进。

为把好事办好，让群众满意，市生态环境局市中分局及早安
排、周密计划，明确了工作步骤、时间节点和相关要求，为工作全面
推进划定了路线图和时间表。

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涉及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
利用、森林植被管护、水土保持、卫生检疫、城市规划等行业领域。为
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完成，市生态环境局市中分局充分利用各职能部
门的专业优势，开展基础资料收集、信息核查，联系具有检测资质的
第三方单位，编制费用预算，充分做好前期准备，形成工作合力。

截至今年10月，30个村66口水井水质监测全部完成，并制
作了水源地水质监测公示栏，对每口水井水质监测结果进行公
示。下一步，将力争全区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继
续保持100%。

民生改善之路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起点。市生态环境
局市中分局将继续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市生态环境局市中分局积极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让百姓呼吸更清新的空气
喝上更放心的水

（上接A1版）
高品质同样离不开技术力量的加持。“比

如细纱牵伸浮游区长度与前皮辊前移量的控
制对成纱品质的影响”，陈君介绍，“类似这样
的一些行业共性问题，在元首纺织得到了圆
满解决，确保了生产过程的精准控制”。也正
因此，元首纺织纱线质量一直保持在USTER
统计公报25％以内。这在行业被定为先进
水平。

除此之外，元首纺织还建立了全程可追溯
的质量管理体系。从清花到络筒，从包装到成
品，每道工序、每个环节都采取了数字化的标
识记录和监控，确保出现质量问题时及时追本
溯源，找出问题症结并迅速加以解决。“上一道
工序不合格，坚决不准进入下一道工序，更不
能进入市场。”陈君说。

产品好不好，市场说了算。2021年纺织
行情一波三折，原料价格起伏不定，但由于靠

产品质量说话，元首纺织不断赢得客户信任，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供求关系。目前，元首纺织
的纱线产品畅销山东、江苏等多个省市。所有
产品均实现订单化生产，工人三班倒，机器不
停工24小时赶生产。

持续强管理，提升经营质效

任何事业都不会一帆风顺。元首纺织
建厂初期，由于设备和人员磨合不到位，产
品质量一度出现波动，给市场拓展造成不利
影响。由于客观原因，元首纺织原定10万
纱锭设计规模只能运行其中一半。很多同
行参观后，不禁对企业能不能盈利和发展产
生了怀疑。

“我们经受住了考验！”作为元首集团
2018年聘任的职业经理人，于涛担任元首纺
织总经理后，带领经营团队持续抓好技术、设

备、管理、安全、工艺、计划、现场等，制定了一
系列的操作规程，很快扭转了企业经营不利局
面，各项经营指标几乎翻了一番。而成绩背
后，是经营团队持续的付出和坚持。

元首纺织副总经理陈君则表示，尽管纺
纱设备和技术的改进，为扩大品种适应性、
改善纱线结构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但人
的因素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确保纱
线质量，关键是管好机器和人。“以前员工没
有维护设备的习惯，机台清理也不是很到
位，极易造成疵点。通过提升管理，这些问
题基本杜绝。”

现在，车间每天要开两次生产会，加强与
一线员工的沟通配合，围绕车间改纺、设备运
转、车间温湿度调整，包括此前一天的遗留任
务，各组交接班时出现的问题等进行安排布
置。通过简短、高效的会议，确保时时解决生
产中出现的问题。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也强化

了制度的执行和责任的落实。
为进一步提高一线纺纱工技能水平，提升

工作绩效，近年来元首纺织持续加大职工技术
操作培训，仅2021年上半年就利用班后时间
“练兵”及开展劳动竞赛累计20余次。同时严
格日常奖惩，将制度贯彻变为员工的行动自
觉，通过实训和考核，员工操作能力和效率不
断提升，为产品质量打下坚实的基础。

立足差异化，打造纱线品牌

伴随着经营状态的持续提升，元首纺织已
经成为元首集团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在打
造一流纺织服装科技企业集团的道路上，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扩大竞争优势，巩固
发展实力，在元首集团的支持下，元首纺织正
在推进新的纺纱车间建设，投产后企业生产规
模将达到13万纱锭。

新车间建成后，将全部采用卡摩紧密纺技
术。该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纺纱方法，为传统的
环锭纱线品质带来了毛羽少、强力高等方面新
的特质，并且生产过程更为节能环保。产品主
要应用于高档面料的生产，具有表面光洁、布
面清晰、耐磨性好、不易起球、手感爽滑等外
观、功能和风格。

下一步，元首纺织将以卡摩紧密纺技术
为核心，立足差别化定位，加强纱线流行趋
势研究，全面促进产品提档升级，通过夯实
设备、工艺、运转基础，提升精细化管理，增
强核心竞争力。同时加快品牌建设，逐步从
一个典型的前道加工企业向高品质纱线供
应商方向转变。

“做原料品牌本身是一项艰难的事情，但
我们有信心迈出这一步，通过创造更多更好的
产品，让‘元首’品牌纱线成为市场营销中的王
牌利器。”于涛说。 （本报通讯员 程永鹏）

连日来，济南泉群“饱饮”甘霖，千泉竞
涌，“趵突腾空”“月牙飞瀑”的胜景更是吸引
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争相打卡。

以趵突泉为代表的济南名泉持续喷涌
18年，创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喷
涌时间最长纪录；趵突泉最高水位达到
30.18米，创下近56年来最高纪录。纪录
背后，不仅仅是“天帮忙”，更是“人努力”。
在济南，有一群泉水保护工作者，为了保泉
事业默默奉献，济南市城乡水务局泉水遗产
处副处长丁大尧就是其中一员。

保泉工作枯燥而又琐碎，丁大尧一干就
是22年，在他的世界里，保护泉水不仅仅是
日常工作，更是对这座泉水之城的深情。

提及深情，时间可追溯到14年前。受降
雨量偏少影响，自2007年6月份以来，市区
黑虎泉、章丘区百脉泉相继出现停喷，6月17
日趵突泉地下水位接近27.01米的停喷线。
当时，我市已最大限度采取增雨、补源、节水等
保泉措施，虽减缓泉水水位下降幅度，但趵突
泉仍面临停喷。步步下跌的泉水水位牵动着
丁大尧的心，要是明天还不下雨，趵突泉面临
停喷，怎么办？那一夜，丁大尧整夜没有合眼。

也许是丁大尧的诚心感动了老天，6月
18日一早，久旱的泉城迎来一场暴雨，泉水
水位逐渐抬升，趵突泉脱离了停喷的危机。
丁大尧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泉水普查是进一步摸清泉水家底，做好
保泉工作的重要举措。自2003年至今，全
市共有3次大规模泉水普查，丁大尧都参与
其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次跟普查队
翻山越岭探寻泉水“第一高”的经历最让他
难忘。

梯子山位于南部山区，海拔976米，是当
时济南最高的山。2011年夏天，丁大尧与泉
水普查队到梯子山水帘峡景区普查时，听说
在快到山顶处有一处泉水常年有水，只是山
高路险很少有人能爬上去。

听到这个消息，丁大尧有一丝兴奋，他预
感：当天可能会有重大收获！虽然天气炎热，

丁大尧与泉水普查队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的精神，坚持登山一探究竟。在当地
向导带领下，丁大尧一行沿着羊肠小路，用随
身的木棍把蒺藜和酸枣树枝拨开。山势越来
越陡峭，山路也越来越崎岖，一旦踩空就有可
能跌倒，甚至滚落山下。就这样，歇歇停停，走
了1个小时，在快到山顶一缓坡处终于找到了
“传说中”的饮马泉，并测出该泉海拔为
832.8米，刷新了济南泉水“第一高”纪录。
亲自探寻到饮马泉，丁大尧兴奋激动的心情
难以言表，全然忘记了一路的艰辛。

2017年7月1日，全国唯一一部保护
泉水的地方法规《济南市名泉保护条例》正
式实施；2019年1月24日，《济南市名泉保
护总体规划》公布实施；2019年3月，泉水
申遗项目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
名单》；2021年2月，我市启动泉水直饮工

程，年底济南将有十余万市民“在家喝上泉
水”；从第一次泉水普查确定名泉645处到
第二次普查确定名泉747处，再到第三次
普查泉水1209处，确定名泉950处，如今
济南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千泉之城……出彩
“成绩单”背后，凝聚着丁大尧及保泉工作人
员的日夜坚守和付出。

丁大尧深知时代变化日新月异，必须提
高专业知识，才能更好地保泉护泉。每天一
大早他便赶到办公室打开电脑，除了准时观
测分析每天的水位，一有时间就细心研究业
务知识。

谈起自己的工作，丁大尧告诉记者，泉
水是济南的血脉与灵魂，保泉之路仍然艰
难漫长，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济南
泉水文化更好地展现在世界舞台上。

（本报记者 张群）

默默守护，只为泉水叮咚
——记市城乡水务局泉水遗产处副处长丁大尧

本报11月2日讯（记者 王蓓贝）今天下午，山东泰山队与河
南嵩山龙门队的足协杯半决赛首回合比赛打响。面对河南队的
顽强防守，泰山队进攻受阻，好在德尔加多在下半场抓住机会攻
入宝贵进球，最终泰山队以1：0艰难取得比赛胜利，在两回合的
较量中抢得先机。

本场比赛，泰山队多名主力球员受到伤病困扰，费莱尼更是因
伤未进18人大名单。整体实力受损的泰山队并未因人员不整踢
得保守，开场后第一次攻势便制造威胁，只可惜田鑫的射门高出横
梁。纵观上半场比赛，虽然泰山队在攻势和气势上压制对手，但面
对河南队顽强的防守，队员在门前把握机会能力上有所欠缺，未能
取得进球。以防守姿态出战的河南队在控球上处于劣势，但由卡
兰加、图雷和多拉多组成的外援进攻三叉戟，还是能够在进攻中制
造零星威胁，泰山队门将韩镕泽状态不俗力保球门不失。

下半场较量，河南队阵型前压，不断威胁泰山队球门。泰山队
主帅郝伟则通过换人调整改变场上局面。贾德松、黄聪、陈哲超相
继替补出场。贾德松出场后与石柯搭档中后卫，郑铮在左后卫位
置，这一改变不仅加强了后防线的防守，左边路的攻防也得到改
善，比赛节奏再度被泰山队掌控。比赛进行至第77分钟，德尔加
多接莫伊塞斯妙传，杀入禁区后面对河南队门将冷静挑射破门，打
破场上僵局。

德尔加多一剑封喉

泰山队小胜河南抢先机

11 月 1 日，芦苇花开满龙湖两岸，野鸭在水中游
弋，夕阳晚照湖光水色相映成辉，构成一幅如诗如画的
秋色图，令人陶醉。 （本报记者 吕传泉 摄）龙湖晚照

本报讯（记者 张群 通讯员 何晓慧）近日，济阳区
回河街道组织巾帼志愿者到辖区各村开展垃圾分类宣传
活动。

在新河社区，巾帼志愿者向居民们发放垃圾分类
宣传页、宣传品，并通过展板的形式向居民讲解垃圾分
类的具体方法，呼吁大家一起参与到垃圾分类行动中
来。居民张大爷表示:“现在社区环境真是大变样，整
体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生活得很舒心。保护环境是每
一个人的责任与义务，我们必须支持垃圾分类行动，并
且还要带动家人一起参与进来。”

回河街道充分发挥巾帼志愿者、党员志愿者的力
量，将垃圾分类“出彩”与辖区环境“出彩”相结合，引导
社区、村庄人居环境和庭院卫生不断改善，群众满意度
不断提升。

回河街道巾帼志愿者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一条碧水“丝带”曲折蜿蜒从天桥区工人新村南村
街道西社区穿过，薄雾笼罩着两岸美丽整洁的崭新景
观。深秋的黄昏，工人新村南村街道辖区热闹非凡，附
近居民纷纷来到工商河边散步、聊天、健身，跑步声、欢
笑声汇入这条古老的河流，组成了幸福的交响曲。

每天19:00，夕阳西下，西社区“健步走团”准时出
发，50余名居民穿着统一的服装，听着红歌，迈着整齐
的步伐沿着工商河健步走。“工商河改造后他们有了健
身的好去处，呼吸着新鲜空气，锻炼身体，愉悦心情，大
家都变得更加健康，更加积极向上了。”团长王红卫说。

河道旧貌换新颜，两岸的繁花争奇斗艳，向着阳光努
力绽放，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来河边悠闲散步、带孩子玩
耍的周边市民也络绎不绝。“以前晚上健身根本找不到合
适的地方，只能在居民楼前跳个广场舞，三天两头有邻居
投诉扰民，搞得我们很尴尬，现在工商河治理好了，成了
晚上出门溜达的首选地儿。”居民沃桂芳告诉记者。

“今年十一假期，亲戚朋友来我家串门，对社区环
境和工商河的巨大变化都感到很惊讶，他们都羡慕我
住在这里，生活成本低，还能过上高档小区的生活，让
我们一家骄傲得不得了，感谢政府的好政策!”说起这
些，社区居民李金芬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伴随着天桥区城市更新的
步伐，伴随着工商河开埠文化风貌带工作深入推进，这
条伴随天桥人成长的河流，再次迎来了美丽蝶变，焕发
出蓬勃生机，成为造福周边群众的“幸福河”。

（本报记者 张素芬 通讯员 贺可凤）

百年工商河变身“幸福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