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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远 茶 香 □郭 梅

黔南道和山阴道上，总令人目不暇
接，同时生发各种感慨，怪不得当年徐霞
客在日记里那么喜欢用“云气”二字。车
窗外，一会儿“云气叆叇”，一会儿“云气
弥漫”，引得人痴痴凝望，仿佛身如闲云，
意似野鹤，如诗、如梦、如幻、如仙……

梵净山上，一会儿“云气浓勃奔驰而
来”，一会儿“云气郁勃，时漫时露”，一会
儿“云气充寒，两山漫不可见”。虽然错
过了杜鹃烂漫粲然枝头锦绣满山的季
节，也没能遇到方便登顶的朗日晴天，但
一路与既梵且净的云气相伴，不失为黔
行的一大收获。

入黔时，徐霞客已人过中年。他
15 岁决意放弃科举，22 岁开始用双足
丈量中华锦绣山河，“达人所之未达，
探人所之未知”。当时，他早成为30年
的行者了。不管身体如何疲累、条件如
何艰苦，徐霞客始终坚持每天写日记，
有时甚至等不及投宿坐定，在途中“就
破壁枯树，燃松拾穗，走笔为记”“据
景直书，模范山水”。当然，现代人几
乎无法企及徐霞客先生的明睿博学，更
达不到他的细致勤勉。唯一能做到的，
就是黔行途中，烦请徐霞客先生时不时
地指点一二吧。

徐霞客入黔，路线大致由南丹开
始。历时 51 天，行程七八百公里，他所
记录的贵州山川地貌、风土人情，有许多
载于地方史志，弥足珍贵。

比如下司古镇就是个奇特的例子。
一个春日的夜晚，徐霞客“逾岭涉涧，越数
村，夜行八里而抵下司”，走得又累又渴的
他急欲投宿歇息，可惜，夜已深了，家家户
户“俱闭户莫启”，他一家家地叩门求宿，
很久才终于找到“一家启户人”，允许他进
门席地而卧。随即又发现“卧地无草”“遍
觅之，得薪一束，不饭而卧”。走了八里夜
路后的大旅行家，在抵达下司的第一个晚
上，是饿着肚子睡在柴草上的，或许，这段
文字就是枵腹疾书而成。不过，这比之旅
途中“无茅无饭而卧”的日子已经强多
了。黔行期间，他甚至还曾遭窃，挑夫因
此扔下他顾自走了，一介书生只好自己扛
行李，甚至连衣食都没了着落。即便困顿
如斯，他前行的决心也从未有半分的动
摇。在负重而行的途中，他还有闲心时时
注意云气的变化，并记录下来。

又逢一个春日，微雨，游人们徜徉在
下司古镇老街上，苗族女子纷纷穿上盛
装，载歌载舞。古街的旁边，是清凌凌的
清水江，还有横跨江面的一座廊桥，颇苍

古。当年，徐霞客曾驻足于古桥之上或
苗家戏台之下，看云气，看风景，也把自
己变成风景；也许，他曾访问当地耆宿，
与之说古论道，或是随便聊聊关于下司
的那些人和事；也许，他曾久久伫立在阳
明书院里，用心触摸先哲王阳明在这里
播洒的哲性光辉，细细体悟阳明先生龙
场悟道知行合一的灵光乍现……

王阳明与徐霞客，两位江南才子，均
为明代文学家、思想家，他们相隔一个多
世纪，在相同的朝代选择了截然不同的
人生道路——一个曾位极人臣，一个则
布衣终身；一个曾受廷杖谪贬边陲，一个
则磨烂双足行走天下，他们曾孜孜矻矻
用生命追索的，其实是相同的人生终极
境界，也是每个中国读书人心向往之的
至上之境。虽然，《徐霞客日记》并不曾
对下司游踪有详细的记载，但两位哲人
先后来到这黔东南的古镇，两颗文化巨
星或曾隔空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然后，
王阳明先生继续他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
学研究与实践，徐霞客先生则启程走向
他的下一站：由上司至都匀。

归杭后，每日清晨，均以都匀毛尖，
泡开清新的一天。袅袅茶香，当然能悟
透山川古迹的深厚韵味了。

雨水节气前后，总会落一场雨。雨很
小，小到算不上一场雨，甚至就零零碎碎
落上那么几滴。正是这小小的雨光临，北
方的大地悄然间解冻了，草木慢慢复苏
了，就是那南方的燕儿也该做着迁飞的
准备了。很小很小的落雨，令大自然的一
切产生着精妙变化，我惊异这节气变化
里深藏着某种神秘的不可更改的规律支
配着我们的日子。虽然摸不到看不到它
的任何痕迹，却是无处不在。

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隆兴寺处于正
定城内的繁华之地，它就是这座城市的
客厅，宽敞幽静，优雅怡人。在历经千年
风雨之后，愈加宁静深邃，莫测高深。当
历史隐去众多无从把握的情节之后，眼
前似乎就只剩朦胧的一帘暮雨，这就使
寺院充满了无尽的诗情画意，这就令我
百读不厌，流连忘返。

雨中的寺院别有一番情致。仰望阴
沉的天空，令人产生怀念一些什么的情
绪，也像是厚重的历史背景，令人引发凝
神思索的冲动。雨中的殿阁层次感更为
清晰明朗，周正的结构朴实庄严，气势沉
稳，底气十足，意蕴古雅中可感到它一路
走来的迷人的历史气息。寺内楼阁殿顶
建筑线条明快，飞檐伸张灵动，令人感到
秩序中的美感：古雅、深邃、恬静。绵密的
雨淅淅沥沥，面对着一座座古建筑，就很
容易想到历史的风雨，虽然我并不知道
更多的历史细节，但这种感觉却紧紧围
绕着我，思绪就很茫然。体会到寺内的雨
和市井的雨的不同，懂得了环境对人的
影响，这实在是生活中的一种哲学。

雨中的隆兴寺如一幅意境悠远的水

墨画。松柏掩映，几许空明，幽寂中超然脱
俗，殿阁层叠，苍茫辽远，雄浑清新，远远
望去，禅意几许。雨的爽洌，草木的幽香，
混杂在一起的味道特有的馨香，若无平和
安静的心，是难以捕捉到的。寺院的雨，清
新怡人，轻盈细腻洗涤身心，顿感一身轻
松，那些做不完的事，放不下的心，杂乱无
章的心情被雨梳洗整理，在这一瞬间全无
牵挂了。我突然想到韦庄的那句诗意盎然
的话“画船听雨眠”，眼前尚无画船，这美
不可言妙不能说的隆兴寺恰似漂流在岁
月风雨里的一艘画船，阅遍了历史沧桑和
人事变幻。雨中的隆兴寺令人回味无穷。

润物无声的蒙蒙春雨，做冷吹寒的
绵绵秋雨，落在寺院里就是一种趣味。微
雨笼罩着寺院，肃穆而缥缈，似乎永远无
法走近。看那疏雨落青松，树密雾浓，蒸
腾多姿，绿意葱茏，明亮的青翠令人喜
悦，其凛凛之气触动心弦；微雨洇湿了殿
顶瓦件，灰色的瓦就因潮润变得黢黑，显
示着古建筑历史的厚重感；殿角飞檐上
的走兽在雨里活灵活现，跃跃欲试，似乎
时刻要从高高的檐角上飞奔下来重返大
地，再圣洁的神灵也属于人间。林立的殿
阁组成了寺院，寺院更属于人间的风风
雨雨，在喧嚣的世间有这样一处优雅的
所在，高低错落的殿阁层叠着，交织着起
起伏伏的生活。在微雨中审视它，似乎与
我们的某些心境遥相呼应，不谋而合。一
蓑烟雨任平生，斜风细雨不须归。走在雨
中的寺院，体味“不须归”的洒脱和任意，
心绪茫茫，却不知所语。任凭雨落在身
上，稀释着心中无端的烦恼和焦灼，方明
白有些东西无须思虑无须牵挂，正如大

肚弥勒所言“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
布袋，何其自在”。品味着寺雨的这份空
灵，烦乱的心绪竟有些许的剔透了。至于
那暴雨如注，则是畅快淋漓，如万马奔
腾，似棒喝，令人瞬间惊醒。

雨落在殿阁陡缓的瓦顶，顺着瓦垄
四面流下来，砸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溅
起的细小水花转瞬即逝，令人遐思。我看
着被雨水冲刷的地面石板上的小坑儿，
恍然间慢慢放大，放大成早已远去的一
段段历史，竟是那么模糊不堪，烟雨蒙
蒙。都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雨声该是
音乐的和声了。仔细聆听，同一处屋檐落
下的雨竟然也是不同的声音。这雨声，是
自然的密语，还是玄妙的禅机，我不得而
知。看雨落在地上，缓缓流淌，无拘无束，
任意自然，就想起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
心”。这句话出自经文，但更属于生活之
处方方面面的领悟。

“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雨中的
寺院没有钟磬音响起，这哗哗啦啦的雨
声是天赐的钟磬之音啊。

穿过寺院里的一座座殿阁，殿内的
佛像并未因外面的落雨而改变什么，依
然如故地端坐着。站在殿阁檐下看着落
雨，雨水汇聚成小小的河漫地流淌，流过
碧草芊芊，流过千百年前的一棵棵古树。
此时的寺院异常安静，只有哗啦啦的雨
声。雨水冲洗着寺院里的一切，似乎进行
着一次精心的沐浴。雨中的寺院景色宜
人，令人忍不住浮想联翩。的确，寺院构
筑了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但理想的彼
岸过于完美，我只想在有情有义的此岸，
看花开花谢，听雨落雨歇。

塞罕坝干季

那一年，塞罕坝草原大旱
六月，滴雨未落
风沙埋住了，四百里村庄
羊群弱不禁风，它们站在山岗上
无力地啃着地皮

牧羊人背着铁锅，在避风的
地方，一个人煮盐
地窝子里钻出来的猎人
有狐狸的警觉，也有土拨鼠的黄脸

一个蒙古族驯鹰人，坐在悬崖上
他的猎鹰，替他逡巡着
整个塞罕坝大草原
如同死寂的世界，除了风声
连一片羽毛也找不到

在白茫茫的戈壁上
骆驼刨开芨芨草根部的水源
它坚持着活下去，凭一副瘦骨架
慢慢走回人间

漫天黄沙

漫天飞舞的黄沙
是眯眼、硌牙、堵路、埋人的沙
母亲被纱巾勒得咳嗽不止
父亲的羊群掉下了山崖
衰老的脊背。倒塌的墙
古老的石屋，残缺的墓碑
我紧紧抱住一缕风，和一百个
空空的摔跤手反复摔打
我矮小，你高大，你在半空里直起腰
故意用一块石头压住我
在春天的深渊里，我被捞起
推倒，叛逆的身子生出鳞片，凹陷
最后变成了绷直的旗子和铠甲
你用我值更，磨刀，打铁，杀人
刻成石像，然后，你看着我
哗啦一下变成了一盘散沙
城市陌生，烦恼，乡村喘息不定
哮喘的人夜夜叫喊，肺泡鼓得
像灯笼，好像要把自己炸塌
泥皮墙一层层揭开
露出了另一个时代的尖刺，死与生
就是一层窗纸的距离
天堂沙沙响，地狱沙沙响
博物馆和烈士陵园也沙沙响
只有幼儿园传出的声音是稚嫩的
她们喉咙里堵着沙子
像胆小的天使一样嘁嘁喳喳
它们的到来一定是有密道的
我知道这些道理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已经变了——

“谷为阡渊为陌，七沟八梁沟是壑”
半夜黄沙突然冲出屋脊，跳进旷野
但它的尾巴，还攥在我手里
别跟我说这是人类的杰作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我知道
沙走天，风走野，猛兽走心，火走铁
黄沙漫天，正是万物需要的凌厉
和它新生的孤绝，翻过现实的山梁
在幻觉中站起来
一座雷电骤至的灵魂加工厂
用风敲着我的头颅：沙沙，沙沙……

造林人

我用石头和土坯造出的地窨子
住满了多少忠贞的人
我用炊烟和火焰造出的云朵
托住了多少闪电和雷鸣
还有那些森林，它们出现
在世界上，像被幸福的油漆匠
粉刷一新的弟兄——造林人
是大地上最早出现的身影
他们和她们
青春的面容，山南海北的口音
聚集在一起
就成了我家乡第一批创业者

燕山深处，流水如镜
百花盛开，每一个诞生的婴儿
都可以叫共工和蚩尤
也可以叫黄帝
他们仿佛在挥舞开山的斧头
擅长女红的母亲
日夜奔走在嫘祖转世的路上
她们种花种草、生儿育女
她们缝缝补补，在半地下的草寮里
露出了母亲温暖的眼神

燕山顺着它的秩序，一会
变暖，一会变冷
只有幸福的人群，是不变的
他们为梦想所鼓舞
忍受着寒冬的风声；而此时
每一座悬崖，都被神灵所嫉妒
直到它成为一个高高擎起的红日
才获得了所有母亲的敬畏
一群洁白的女人，围绕着它
傲慢的肚腹鼓满了春风

此时我造出的溪水
正滔滔不绝，它日夜冲刷着
一座山峰，冲刷着它
永远也不停歇的忠贞和头顶
这是我的塞罕坝，它向阳的一面
悬挂着整整三代造林人的命运

尚海林

王尚海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名字
他是一棵树
一片海，一片巨大的波涛

他的身后，是无数的人
男男女女，年轻的身影
苍老的身影，他们在风雪中
翻过一座山岗，他们在春风中
喊出一群逝者的名字
许多树林和它的阴影
就在悬崖下聚成一团白云
聚成柳兰、桦树、榆树、柞树
和落叶松……

白桦林是谦逊的，银杉树
也是谦逊的，它们的沉思
有粮仓的味道，但它们从不抽身
离开，它们的故事，变形为黄金
十年八年，三十年五十年
当它们重新出现的时候
万物已经被洗礼得面目一新
蛇蜕挂在风中，它绷紧的皮

正在松弛。我划开的溪流
早已干涸，而流水的法则
是找到牧群的嘴唇

现在，它又开始重新生出了新叶
翻滚的灿烂的叶片
肆意奔跑，我在内心藏着它们
想要一个个命名，但我幻觉丛生
大地从不肯放过的绿色
即使我捕捉到它们
又有谁会变成我的替身？

这片无边无际的原野呵
它要由多少重生的人群才能组成？

塞罕坝林海

白桦，红松，楸树
无法辨认的还有黄栌，刺槐和鹅掌木
它们在世界上成为海水
完全依赖了一种思想秩序

一座普通的墓碑形成高地
是茫茫林海中孤独的岛屿
有人死于寂寞，有人死于喧嚣
我们，却新生于创造和激情

割蜜的人都长寿，他们奔走在
森林中心。游人愿意它是
一片海面，而我愿意它是一间书房
一张纸，一支笔，一册无用之书
放在空荡荡的草地上
等待着一个洁白的知己

天堂高远，此时的牧群突然被
倒置，虹霓有出其不意的美和回声
在它鲜艳的穹顶下
坝上用光，堆成山峦和大地
草原用幻觉，堆成飞翔的白云

我们为此生活着
我们为此，成为远处的涛声
和闪烁的群峰

塞罕坝的花朵

石竹，红桐萝，金莲花，还有那些
远道而来的云朵，它们是我
能看到的景色，而我无法
看见的那些，它们都躲在远处
另有繁荣的景象
或者，被另外一些人看见
此时细雨还未过去，彩虹刚刚
抓牢大地上潮湿的屋顶
夕阳下的野罂粟，遥远甜蜜
像爱情中的迷雾，它紧挨着大地的
腹部；小溪推动蜂箱向森林边沿上走
一只幼鹿挣脱胞衣，落在草地上
它的母亲乳房胀痛，正焦躁地站在
周围；它身体里装着整个草原的光
整座淖尔的水和北方渐渐
红润的浆果。它等着自己的孩子
慢慢站起来，笨拙的母亲
幸福的母亲，正用嘴唇把自己
隔世的亲人，轻轻扶稳
此时百花摇荡，无数只手，正捧着
一轮旭日，奔向越来越高的山顶

坝 上 物 语坝 上 物 语
（（组组 诗诗））

□□北北 野野

隆兴寺的雨 □贾小勇

风儿掠过白桦林
白雪皑皑覆盖在塞罕坝上
不知不觉间感慨芳华匆匆
常忆起那是你我最美的初衷
茫茫荒原你在谁的歌声里
莽莽林海我依然等你归来

风儿掠过白桦林
白雪皑皑覆盖在塞罕坝上
塞罕坝上的风儿吹啊吹
风儿风儿吹进了我心扉
塞罕坝上的雪花飞呀飞
雪花雪花你又带走了谁

经历这风风雨雨我不怪你
我还是这样静静地爱着你
是你给我勇气你的爱我懂
忘不了那忧伤那无悔忠诚
情愿与你植绿这荒芜
这一片绿色的梦绿色的天堂

绿色的梦 □杨 勇

河北承德河北承德，，一条公路穿过塞罕坝林场一条公路穿过塞罕坝林场。。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从一棵松到百万亩林海，塞罕坝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创造出高寒荒
漠生态建设史上的绿色奇迹，铸就了牢
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
精神。这个生态文明建设范例是习近平
总书记反复强调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的生动写照，凝聚着三代造林
人的忠诚和执着，也渗透着国家电网人
近40年的坚守和奉献。

不畏艰苦，接续奋斗不停步

艰苦创业，是塞罕坝人奋斗的主旋
律，也是塞罕坝几代电力人始终不变的
传承。

1962年，第一代林场建设者来到塞
罕坝，饥食黑莜面，渴饮河沟水，顶风冒
雪，垦荒植树。那时候没有电，夜晚陪伴
着他们只有昏暗的马灯和烛火。

1982 年，塞罕坝机械林场自筹资
金，邀请围场供电公司帮助建设一条35
千伏供电线路。那时候的林场工人用柴
油机发电，每天用电时间仅有两个小
时。“当时想得特别简单，就想帮助他们
通上电，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今年
82 岁的王承琪是塞罕坝第一代电力建
设者之一。退休 20多年，他仍能回忆起
那段艰苦创业却满腔热血的岁月。

1983 年 1 月 7 日，这是施工队员们

不会忘记的日子。“当时，坝上已经零下
30多摄氏度，几辆解放牌141大卡车是
我们仅有的机械工具。人和物资一起挤
进卡车拉上去。车没顶子，大家就蜷缩
着贴在一起，可刮起的白毛风还是可劲
地吹在脸上和身上。”施工队员王建平
回忆道，当时只有 19 岁的他和父亲王
承琪一起上了坝。

冬季的塞罕坝最低气温达到零下
43摄氏度，“冷得可怕”，但电力事业却
干得热火朝天。施工队员们晚上住“地
窝子”，一天只吃两顿饭，吃早饭时天还
没亮，吃晚饭时太阳早已落山。运电杆，
卡车上不去，就人扛肩抬；立电杆，没有
钻机，就使“摇把子”（自制人工挖掘机）
一点点抠。

心中有理想，脚下有力量。1983年7
月，从新拨送到林场的45千米35千伏电
力线路终于穿越林海架通了。同年，坝上
还建设起一座35千伏变电站，变电容量
为 1000千伏安，有 3条 10千伏出线。从
此，塞罕坝结束了“无常电”的历史。

2010年，塞罕坝机械林场供用电管
理权移交至承德供电公司，线路改造升
级同时开展。那一年，这里的变压器增
容到了5000千伏安。

2014年，承德供电公司正式接管林
场用电管理工作，并成立了塞罕坝机械

林场供电所。“8 个月防火，4 个月防
汛。”供电所所长杨明爽介绍，山火、大
风、雷电、积雪等都可能引发电力线路
故障。塞罕坝上的所有输电线路都解掉
了重合闸功能，就是为了避免重合闸时
产生火花引发森林火灾。所以，每一次
线路出现故障跳闸，队员们都要赶到现
场进行人工合闸。

从能够供、到用得上，再到用好电，
几代电力人在塞罕坝精神的鼓舞下，忠
于使命，艰苦创业，奋斗不止。目前，塞罕
坝机械林场供电辖区共有 35千伏变电
站两座、10千伏线路14条，输电线路总
长度375.4千米，308台配电变压器总容
量为 55035千伏安，“手拉手”式供电方
式确保塞罕坝用电无虞。

牢记使命，为民服务甘奉献

6 月 9 日 18 时许，火情监测员赵福
州站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天桥梁山顶的
五层望海楼上用望远镜“扫描”四周，然
后拿起电话报告：“天桥梁望海楼，平
安。”这种报告，每隔 15分钟一次。与以
前不同的是，他现在可以通过电脑看到
各种自动化红外监控设备传回的信息。

“我只有一双眼，而这些设备都成了防
火的眼。”

楼下的电气室里，穿着国家电网冀
北电力（塞罕坝）共产党员服务队红马
甲的杨明爽与供电所员工李振楠、白云
龙正在检查望海楼的用电情况。

赵福州和妻子陈秀玲是 1983 年来
到望海楼的。“非常感谢供电所，现在家
里电器多了，不仅用电找他们，电器坏
了也让他们来帮着看看。他们巡线路过
或者来检修时，还经常带着米面粮油或
生活用品。上个月，他们帮忙把楼里裸
露的电线和接头规范化了，用电更安
全，看上去也美观多了。”赵福州说。

“那个地方路不好走，两位老人缺
少什么了生活也不方便。他们守护林
海，我们就尽可能地帮点忙。”杨明爽
说。这个忙从 2014年一直帮到了现在，
已经成为他们每周的例行工作。

服务的对象不限于望海楼。6 月 8
日 22 时，供电员工董成苍接到报修电
话，立刻驱车 30 分钟前往 69 岁的李作
山家里；6月初，墨克假日酒店重新开业
在即，供电员工李浩铭了解情况后主动
前来检查用电情况……

国家电网冀北电力（塞罕坝）共产
党员服务队 19名队员始终秉持人民电
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大力弘扬塞罕坝
精神，以“点亮塞罕坝，守卫京畿蓝”的
责任情怀，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服务生
态文明建设，为塞罕坝染上了一抹鲜明
的“国网绿”。

绿色发展，赓续初心铸忠诚

8月10日，供电员工刘振刚和郭浩
鑫再次来到河北承德塞罕坝国家冰上训
练中心配电室检查场馆用电情况。这是
国家体育总局为运动员备战 2022年北
京冬奥会建设的重点项目，于2020年12
月投入使用。在塞罕坝，这样的国家集训
队日常训练和内测场地共有 6座，目前
已投运4座，在建2座，全电体育场馆建
成 率 达 75% ，现 有 10 千 伏 配 变 容 量
11080千伏安，最大负荷8800千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59 年来，
塞罕坝肩扛修复生态、保护生态的历史
使命和政治责任，创造了生态文明建设
范例。同样的，清洁绿色电能也让塞罕
坝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景更美。

塞罕坝有着丰富的“风光”资源，新
能源装机从2014年的137.2万千瓦增长
至现在的411.7万千瓦。近年来，塞罕坝
林场利用边界地带、石质荒山和防火阻

隔 带 等 无 法 造 林 的 空 地 ，建 设 风 电
项目。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聚焦塞罕
坝生态文明建设，立足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围绕促进能源绿
色低碳发展等八大领域，建设多要素齐
全、多场景合一的塞罕坝生态能源和谐
共赢示范区，着力打造电网发展升级的

“绿色范式”、打造能源消费转型的“低
碳范式”、打造全要素发力的“和合范
式”，创建全绿电生产、全绿电乡村、全
绿电旅游示范窗口，形成以电为中心的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今年 4 月 26 日，220 千伏塞罕坝变
电站开工建设。这是国网冀北电力首座
220千伏多站融合智慧变电站，包括220
千伏出线 5回，110千伏出线 6回，10千
伏出线 24 回。智慧变电站与智慧输电
线路共同构成塞罕坝 220 千伏输变电
工程，是塞罕坝生态能源和谐共赢示范
区建设的重要载体，建成投产后，将大
幅提高塞罕坝清洁能源的消纳及送出
能力，优化电网结构，提高供电可靠性。

绿色发展，红色传承。塞罕坝精神
正激励着一代代电力人牢记人民电业
为人民的初心，践行服务绿色生态文
明建设使命，输送清洁电能，续写绿色
传奇。 （盖巧琳、郑伟清）

电力人接续奋斗 伴随塞罕坝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