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7月2日，国家能源局公布
《2018年全国地级行政区供电可靠性
指标报告》，珠海以99.989%的供电可
靠率位居全国第一。 肩负珠海、澳门
两地供电重任的珠海供电局，致力于
智能电网、保底电网等的建设，持续
提升对澳门送电保障能力。

珠海供电局电网规划中心副主任
陈勇是供电可靠性不断提升的一位见
证者。 2007年从西安交通大学硕士毕
业以后，陈勇就来到珠海供电局工作，
见证了这十余年来珠海区域的供电网
架逐步完善的变化。

陈勇介绍， 针对医院、 水厂、电
梯等关键用户， 珠海供电局致力于
保底电网工程， 采取比常规电网更
高的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 提升电
网供电安全保障水平和快速复电能
力， 最大程度降低灾害对社会、经
济、民生的影响。 珠海保底电网工程
项目共计28项，计划于2018年、2019
年 、2020年分三个阶段完成 ，“到

2020年前需要完成的28个电网工程
项目中，已经完成了23个，还有5个
正在建设中。 ”

在与澳门一衣带水的珠海横琴
岛， 那里是对澳门供电的最前沿，目
前已投运总长约22公里的电力隧道，
电力隧道内的智能机器人巡检系统
还开启了国内电缆隧道“机巡+人巡”
新模式。 岛上的琴韵变电站，是全国
首个220千伏电压等级的3C绿色变电
站， 除为横琴新区提供电力供应外，
也是南方电网公司对澳门供电电网
结构的重要一环，该站采取国际领先
的智能运行控制技术，通过技术创新
大大降低了故障率。“虽然变电站是
无人值守，但变电站里每一个设备的
状态， 我们都在后台密切关注着，一
旦设备发出异常的信号，巡维中心24
小时在岗值班的工作人员，能够30分
钟左右赶到现场处理故障。 ”珠海供
电局变电管理所拱北巡维中心技术
负责人潘帆介绍道。

南方电网向澳门输送电量累计突破500亿千瓦时
较1999年澳门回归当年增长约24倍

文 / 图 程行欢 沈甸 蓝望 林沐杉穿越海底 485 米，连接
珠海加林、 叠泉两座变电
站，今天，刚刚全线贯通的
南方电网广东珠海供电局
220 千伏叠泉输变电工程
海底电缆隧道，正在进行紧
张有序的固结注浆工作。 待
项目全面建成后，不仅能够
提升珠海横琴片区的供电
能力，还将形成自 500 千伏
加林站经横琴对澳门供电
的 220 千伏全电缆通道，到
那个时候，对澳门供电整体
能力和可靠性将会大大加
码。

就在 12 月 1 日， 南方
电网向澳门输送电量累计
突破 500 亿千瓦时， 达到
500.09 亿千瓦时， 实现对
澳门供电量的历史新突破。
粤澳同辉，电亮湾区，该公
司 2019 年预计全年对澳门
送电约 49.5 亿千瓦时，年
送电规模较 1999 年回归当
年增长约 24 倍。

在南方电网广东珠海供电局调
度中心，主控屏上方高高悬挂着“人
民电业为人民”的蓝色字体，主控屏
上来回切换着密密麻麻的电力实时
数据和星罗棋布的供电网络， 安全
运行天数的红色字体提醒着这里的
每一位员工安全可靠的重要性。

在220千伏珠海叠泉输变电工
程海底电力隧道的现场， 刚入冬的
珠海海风凛冽，12月2日凌晨， 珠海
供电局项目管理中心工程师龚竞强
和同事们坚守在工作现场。 经过了
600天的攻坚克难，在全线贯通的倒
数时刻，他们丝毫没有松懈。

“220千伏珠海叠泉输变电工程
海底电力隧道采用圆形顶管施工，北
岸工作井深度约36米，南岸工作井深
度约29米；内衬主体结构为六层钢筋
混凝土筒型框架结构，直径15米。 电
力隧道长619米， 其中海底穿越段
485米，是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迄
今为止基坑最深、同等内径中跨度最

长的海底电缆隧道。 ”龚竞强向笔者
介绍，220千伏叠泉 (金海 )输变电工
程全面建成投产之后，对澳门供电整
体能力和可靠性将会大大加码。

珠海、 澳门之间的电力合作可
追溯到1984年。那时候，珠海电网由
110千伏珠澳AB线向澳门供电，年
供电量仅有0.47亿千瓦时。 至1999
年回归当年， 对澳门供电量1.95亿
千瓦时， 现在， 通过6回220千伏线
路、4回110千伏线路对澳门供电，
2019年预计全年对澳门送电约49.5
亿千瓦时， 年送电规模较1999年回
归当年增长约24倍。

如今， 粤港澳大湾区的全面建
设，对澳门供电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
求。 目前，南方电网公司已发布服务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26项重点举措，计
划今后五年内在珠三角电网投资超
1700亿元，构建与国际一流湾区相匹
配的能源保障体系，全力服务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持续提升供电可靠性。

5年内珠三角电网投资超1700亿
构建匹配大湾区的能源保障体系

珠海供电可靠率居全国第一
坚强网架打造安全“铁布衫”

港珠澳大桥开通以来，南方电网广东珠海供电局一直为大桥以
及岛上用电设施提供可靠电力供应 朱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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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快评
今日论衡之世相评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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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日前发布 《审理行政
协 议 案 件 若 干 问 题 的 规 定 》，其
中 明 确 ，以 政 府 换 届 、领 导 人 员
更 替 等 理 由 违 约 毁 约 侵 犯 合 法
权 益 的 ， 要 承 担 法 律 和 经 济 责
任 。 因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或者
其 他 法 定 事 由 需 要 改 变 政 府 承
诺和合同约定的 ，对企业和投资
人 因 此 而 受 到 的 财 产 损 失 依 法
予以补偿 。 该规定自明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

这是一部指导法院审理行政
协议案很重要的规定 。 行政协议
案是近年 “民告官 ”诉讼中经常涉
及的内容 ， 过去因缺乏规范性的
法律法规 ， 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时

常左支右绌，难以定夺。 有的政府
部门也总是钻协议属性不清或权
责模糊的空子 ，相互间踢皮球 ，推
诿卸责 ， 甚至授意法院不受理此
类案件，致使百姓“求告无门”。 该
规定不仅明确了行政协议案的内
涵及范围 ， 更明文规定原告将行
政机关诉至法庭时 ， 法院要依法
受理。

近年来 ，“民告官 ” 现象越来
越普遍 ， 其中许多涉及招商引资
及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兴建公共
事业的合同纠纷。 有的地方，在招
商时抛出种种政策优惠 ， 但等到
社会资本进入后却不兑现承诺 ，
甚至撕毁协议 ， 令投资方蒙受损
失 ； 有的则因政府换届或主管领
导变更 ，致使原有协议执行受阻 ，
项目无法继续进行。 类似“新官不
理旧事 ，新官不认旧账 ”的事在不

少地方都不同程度存在 ， 不仅严
重损害政府的信誉 ， 也侵害了投
资者的权益。

在诸多 “民告官 ”的案例中 ，
有的确因政策变化引起 ， 致使行
政机关无法继续履行承诺 。 有的
则因地方政府的决策失误 ， 或个
别领导人随意拍脑袋夸海口 ，导
致项目 “烂尾 ”或成 “无底洞 ”。 由
此造成的恶果或沉重包袱最终多
由投资方承担 ， 政府却可借各种
理由推脱掉 。 有的受害者只好向
媒体或舆论求助 ，获得道义支持 ，
有的原告则只能 “哑巴吃黄连 ”
———有苦难言 。 最高法的司法解
释对维护原告权益无疑提供了有
力的法律支撑 ，令 “民告官 ”更有
底气亦更有保障。

同时 ， 最高法的规定对加强
政府诚信建设 ， 确保行政机关履

行协议约定 ，严格兑现政策承诺 ，
无疑也是一种硬约束。 以往，某些
政府机关对所签协议视若无睹 ，
违约有恃无恐 ， 很大程度上也是
因为无有效的法规制约 。 此次规
定不仅规定 “民告官 ”案法院要受
理 ， 而且明确被告就相关协议的
订立 、履行 、变更 、终止等提起反
诉的，法院不予准许。 这就从根本
上堵住了某些行政机关企图 “赖
账”的司法漏洞。

政府的守法践诺是社会诚信
的基石 。 一个社会的诚信体系要
靠各方共同维护 ， 政府的表率作
用至为关键。 最高法的规定，将有
效督促行政机关的守法履约 ，言
必行 、行必果 ，否则 ，就要承担法
律和经济责任 ， 这对全社会的诚
信建设也将是有力推动。

（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

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新
发布的公告，今后“辣条”要统一按照
“方便食品（调味面制品）”生产许可类
别进行管理，这意味着“辣条”标准“南
北之争”的终结。（12月11日澎湃新闻）

“辣条”这一零食，深受广大年轻人
喜爱，是吃货们的必备。统计数据显示，
2018年 “辣条” 销售规模达到了600亿
元。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辣条”标
准各省不同，存在“南北之争”。 河南等
省将“辣条”归属于“膨化食品类、糕点
类”， 可以在里面添加山梨酸及其钾盐
和脱氢乙酸及其钠盐等添加剂；湖北等
省则将“辣条”归类为“调味面制品”，
“辣条” 之中不能添加山梨酸及其钾盐
和脱氢乙酸及其钠盐这两种添加剂。

按照不同的“辣条”标准，意味着
河南企业生产的“辣条”运到湖北等地
销售，就变成了不合格食品，属于违法
行为， 要受到处罚。 这既让消费者吃
“辣条”不放心、不安心，也给“辣条”生
产企业造成困扰。 比如，2018年9月，湖
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信息显示， 卫龙、 谢博
士、小鹏食品、香铛铛、钟芹辉等多款
“辣条”产品被检出不合格———均被检
出不得使用的添加剂。 而“辣条”的生
产企业卫龙则回应， 按照生产地河南
省的标准，其生产的产品完全合格。

在这种状况下， 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统一“辣条”标准，显然很有必
要。 一方面，“辣条”作为食品，本着对
消费者健康负责的态度， 标准本就应
该宜严不宜宽。 按照更严格的标准统
一“辣条”标准，一则可倒逼“辣条”生
产企业改进生产工艺， 二则可让消费
者少食用添加剂， 有利于保障消费者
的健康安全。 另一方面，全国各地“辣
条”生产企业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生产，
可以避免发生因标准打架而出现的在
生产地合规在销售地不合规的现象，
有助于“辣条”行业长远发展。

可以说，统一“辣条”标准，让吃货
和企业一同吃上定心丸。

从 2013 年起，上海徐汇区余
庆路、武康路就尝试开展“落叶不
扫”的活动，成为一道独特的秋季
风景线。 2014 年， 全市落叶景观
道路增至 6 条 ，2015 年增至 12
条。 2018 年， 上海市各区结合区
域特点、历史内涵、建筑风格，对
落叶景观道路进行优化调整，精
心挑选并打造出 29 条落叶景观
道路，主要落叶树种有悬铃木、香
樟树、银杏树、北美枫香、无患子、
黄连木、栾树等。 今年，上海城市
落叶景观道路增至 42 条。 （澎湃
新闻）

落叶纷飞、一扫而去，未免了
无意趣。 对此，公众吐槽已久。 近
些年来， 一些城市也顺势而为给
出了积极回应。 比如说，北京等地
多年前就开始尝试“落叶不扫”

“落叶缓扫”， 也算是给市民留下
了一隅浪漫天地。 与之相较，上海
的做法无疑更为“取巧”。 以秋天
落叶季为时间契机，以特色建筑、
街区为空间背景，数十条“城市落
叶景观道路”穿插全城。 一批新晋
的网红打卡地应运而生， 其对于
区域人气、 商业的拉动效应是显
而易见的。

市容市貌、城市景观的打造，
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这需
要全局谋划的预判， 需要借势转
化的务实， 甚至需要人文素养的
支撑。 从根据街道特点精选树种、
调整种植，到优化街区布局、合理
设计观景路线， 直至秋风吹落黄
叶的最终景观呈现， 这一切费事
费功、环环相扣，其中过程远不是
一句“落叶不扫”可以概括的。 42

条城市落叶景观道路，就是 42 份
城市空间美学设计方案， 就是 42
个精心推进的景观工程———这是
城市管理的绣花功夫！

不管从哪个角度理解，“落叶
不扫”都比“落叶必扫”要难得多。
据悉， 为保持如诗如画的秋季落
叶景观， 环卫工人每天对景观道
采取“捡拾保洁”，确保没有垃圾
混在叶中滞留路面， 而只留下干
净的落叶供路人欣赏、 留念；同
时， 如果落叶堆得不均匀、 不美
观， 环卫工人还要用扫帚进行修
整……落叶虽美，维护不易。 这完
全就是精工细作， 从中我们也看
到了， 相关市政团队的运转效率
和协同一致。

一座城市， 有没有审美判断
和美学信仰是一回事； 能不能以

高效的市政管理来呈现“美感”，
则是另一回事。“落叶不扫”，留下
一份童话怀想， 从来都是知易行
难。 一些城市“不解风情”的表象
之下，实则暴露的是“治理能力低
下”的缺陷。 留下落叶很简单，然
而“留下落叶之后怎么办”却很复
杂。 以不扫落叶， 满足市民的观
赏、拍照、游玩需求，只是初级阶
段。 要是能够由此衍生出“落叶主
题街区”“落叶经济业态”，则更是
多赢。

就此而言，上海的 42 条城市
落叶景观道路， 不论是在美学直
觉层面还是市政管理层面， 或许
都足可成
为其他城
市的有益
参照。

据羊城晚报昨日报道，一个
叫李子柒的姑娘近日爆红海内外
网络。 李子柒是一个全网有好几
千万粉丝的视频博主， 因拍摄乡
村古风生活、传统美食、传统文化
等内容走红。 同时， 她在海外也
有大批粉丝， 海外社交平台上订
阅者达741万。 作为参照，美国主
流媒体CNN的订阅量是794万。

这两天，一个名叫李子柒的
女孩在国内的媒体大热起来。 国
内有不少人还是初初听过她的
名字，但其实不论你认识或不认
识她，她已走红有相当时间。 据
报道 ， 她在某境外视频平台被
700多万人关注，数千万人喜欢，
美国人、俄罗斯人、澳大利亚人、
越南人 、 意大利人 、 伊拉克人
……因她，他们更了解中国。

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现象，
李子柒为何能虏获如此众多的
外国粉？从上传的视频可以看到，
她录制的大多是反映乡村古风生
活、传统美食、传统文化的视频。4
月她会酿枇杷酒，5月又能酿出樱
桃酒，7月做出七巧饼，8月做出苏
式鲜肉月饼……精当的视频使冗
长的制作过程变得一览无遗，只
有少量中文字幕， 女主用的甚至
是四川方言， 笔者听得也是甚为
吃力，更遑论外国友人了。

可偏偏这样的中国风，这样
几乎每天都可能发生在千千万
万中国农家的不足为奇的一幕，
在国外却大受热捧，这或许可以
说明，她在恰当的时机充当了中
外沟通的桥梁，成了外国人了解
中国的一扇窗口。

“这是一个神秘的东方古
国！ ”这常常是不少外国纪录片
介绍中国的开场白。 这里的“神
秘”大概有两层意思 ：一是不为

人知，二是高深莫测。 由于大航
海时代之前的交通不便，而大航
海时代开启后，又长时间地闭关
锁国， 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难
免蒙上了神秘的面纱，直至现在
仍闹出不少类似“中国人吃不起
茶叶蛋”的笑话。 由此，对于这个
东方古国的推介，大多能在西方
掀起一股东方热， 前有马可·波
罗在狱中写的 《马可·波罗游
记》，继之有埃德加·斯诺的 《红
星照耀中国》， 现在是李子柒的
东方美食视频……可以说，外国
人不乏了解中国的热情，缺少的
是通往这个东方古国的桥梁。

中华美食 ， 在国外久负盛
名，中国、法国、土耳其是享誉世
界的三大美食国家。 一个国家的
美食文化无疑是这个国家最闪
亮的一张名片。 李子柒在中国扬
帆起航的当下，选取了美食作为
切入点，或是其成功所在。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
史，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中唯一
从未中断的文明。 根深叶茂的文
明之树， 生出纵横交错的枝丫，
开出散发着诱人香味的花朵，吸
引着四大洋五大洲的朋友。

从李子柒的国外走红可以看
到，中华文化在国外从来不缺追捧
者，如何选准角度讲好中国故事是
推介好中华文化的重点，李子柒正
正是做好了这点。 中华五千年的
悠久文化又何止美食呢？ 我们需
要更多的“李子柒”从不同的角度、
从不同的侧面，搭建起一一座东西
方沟通的桥梁， 让国外更多的友
人，踏上这些桥梁来了解这个在现
代化进程中不断前行不断更新，丰
富、多样、靓丽的中国！

亲爱的读者，您会成为下一
个“李子柒”吗？

“李子柒”搭起的
是沟通中外的桥梁

□大汗 公权力守法践诺，“民告官”才有底气
□阅尽

“落叶不扫”成景观，彰显城市美学信仰和治理能力

□张立美

统一辣条标准
让吃货吃上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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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花钱 不折腾 四颗种植体修复半口牙
“广东省爱牙工程”跨年派福利：数字化种植牙 1 折起，种两颗，首颗低至 1080 元！缺牙市民拨打 020-8375� 2288
申领（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文 /� 陈秋月

牙齿缺失，并非缺多少种多少
对于种牙，很多半口 、全口缺牙的老人

都有误解：缺几颗就要种几颗 ，半 / 全口缺
牙需要植入大量植体修复。 其实不然！ 随着

种牙技术不断提升，有越来越多的修复缺牙
方案供选择。 满口无牙不一定要满口全种，
具体种多少颗牙，是根据个人口腔状况及身
体状况，经过权衡设计种牙方案后再决定要
种多少颗植体。 一般植入 4-6 颗种植体即可
承担咀嚼受力，恢复半口牙。

四颗植体撑起半口牙
省时省心省力省钱

李大妈今年 76 岁， 年轻时风风火火，大
根甘蔗不削皮直接啃，但年纪一大问题频现：
牙痛、 牙齿脱落， 仅剩残根……吃面食都艰
难，严重影响她的生活质量。

缺牙要修复，但高龄、半口缺牙、怕痛等因
素如拦路虎，让她畏惧不前。好在 SMN 舒眠无
痛种植牙技术能解决李大妈的担忧，她说：“原
本我以为种牙是缺多少种多少，没想到广州这
家口腔机构一整排只要种 4 颗（种植体 ），而且
手术一点都不辛苦，感觉就是打了个盹！ ”

SMN 舒眠无痛种植牙技术不仅实现术
前放松、术中无痛，还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
因为根据缺牙患者的牙槽骨情况来确定植入
的植体数量，协调了整口牙齿的受力点平衡，
所以牙齿的固定和使用寿命也得到了更好的
保障。

疑难种牙轻松种
普通种牙舒适种

近年来， 借助 3D 数字化技术和舒适诊疗技术的优
势， 让半 / 全口缺牙等疑难问题迎刃而解。 依托先进的
检查设备及数字化技术，种植医生可快速获取缺牙者的
缺牙位置 、牙根残留以及牙槽骨厚度、高度、密度等数
据，并根据数据分析，计算出种植的深度和角度，以实现
更牢固的骨结合效果，并拥有可靠的咬合力。 让种植过
程更加安全、快速、舒适、微创，实现让疑难种牙变轻松，
让普通种牙更舒适！完成缺牙修复的李大妈年轻好几岁 数字化模拟种植为手术精准 “导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