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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
今日菏泽

曹县有个好青年叫陈强
┮他今年被评为“山东青年五四奖章”先进个人，菏泽唯一一名入选者
┮他热心公益，主编了全国首部少年儿童安全用电教材
本报记者 李贺 通讯员 刘华才

5月2日，第17届“山东青年
五四奖章”表彰大会在济南举
行，国家电网山东曹县供电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副主任兼集抄班
班长陈强榜上有名，成为菏泽市
唯一入选的基层青年员工。他被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评为“首席工
程师”，有着过人的技能本领，而
且他还热心公益，主编了全国第
一本少年儿童安全用电教材《霹
雳娃娃和安全用电》。

勤奋刻苦

让他成为“首席工程师”

说起陈强，他可是供电系统
的一位明星。2010年，在全国“首
届农电之星”评选中，陈强从50
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以高票当
选全国“十大农电之星”，也是全
省唯一一名。

可是，有着高超本领的陈
强，1996年毕业时还只是一名普
通的抄表员。但是通过勤奋学
习、刻苦攻关，他很快熟悉并掌
握了农电设备检修的相关工艺
以及各种设备的结构、参数、性
能和运行要求，由一名电力工作
的“门外汉”成为专业技术能手。

1998年，陈强利用所学知
识，把普通的电表集抄系统升级
改造为远程用电监控系统，实现
了全方位的负荷管理和低压配
变运行状态实时远程监控功能，
在全市新农村电气化工程中得
到推广应用，仅此一项就为国家
节约资金3000余万元。

2010年8月，曹县一处电缆

被挖掘机挖断，由于县级公司不
具备电缆抢修技术，只能求助上
级，不仅耽误抢修时间影响用
电，而且每次还要支付一笔不小
的费用。陈强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他主动向领导请缨，决心攻
克这个难题。在接下来的半年时
间，他自费到菏泽、临沂、济宁等
学习请教，后经数百次试验，终
究成功掌握了电缆抢修对接技
术，曹县供电公司也由此成为全
市第一个掌握此技术的县级公
司，每年节约电缆抢修资金200
余万元。

近年来，陈强先后参与紧急
抢修事故600多起，为企业和客
户挽回直接损失近亿元。2009年
起，陈强连续4年取得菏泽市农
电技术比武第一名，被山东电力
集团公司评为“首席工程师”。
2010年，在全国“首届农电之星”
评选中，陈强从50位候选人中脱
颖而出，以高票当选全国“十大
农电之星”，也是全省唯一一名。

热心公益

主编全国首部少儿用电教材

2002年，有7名艾滋遗孤落
户曹县苏集镇，这些孩子中最大
的15岁，最小的只有5岁。陈强得
知此事后，便与孩子们建立了割
舍不断的联系，累计为他们捐资
捐物达5万多元。平时他还利用
业余时间经常到学校和家庭看
望，关心他们的成长和学习情
况。在他的帮助下，有2名孤儿考
上县重点高中，1名孤儿考上大

学，这些令陈强十分欣慰。
陈强还主编了全国第一本

少年儿童安全用电教材。2003
年，陈强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新
闻，内心触动较大。一名7岁的儿
童将一根铁条插进插座，当场触
电死亡，家人抱着孩子，痛不欲
生。后经调查，他发现幼儿园和
小学几乎都没有设立安全用电
课，而且全国也没有一本少年儿
童安全用电教材。

他看到小朋友都比较喜欢
看漫画书，就来了灵感，采取最
形象、最直观的漫画形式，把安
全用电常识介绍出来。他以动漫
人物“霹雳娃娃”为主线，主编了
儿童安全用电卡通教材《霹雳娃
娃和安全用电》，由中国电力出
版社出版发行，成为教育部推荐
课外教材，填补了我国儿童安全
用电教育教材的空白。

此书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

反响，厦门、广州、苏州等地多家
学校都进行了大批量的征订，目
前发行量超过50万册，为儿童安
全用电教育做出了积极贡献。

陈强还经常参加“关爱农村留
守儿童活动”。针对曹县外出打工
人员多，农村老人、儿童安全用电
知识缺乏的实际，组织技术骨干，
分赴各乡镇小学，开设安全用电知
识课。近年来，他已在全县61所小
学讲授安全用电课100余次。

郓城老兵李似晨退伍不褪色，始终铭记“好八连”精神

他创业助残不忘公益
文/片 本报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刘考勇 魏忠友

以“南京路上好八连”官兵为原型创作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
兵》讲述的这个连队的精神，教育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近日，“好
八连”命名50周年。郓城李似晨作为“好八连”优秀退伍兵，再回连
队作报告，这已是第五次。1994年，他从“好八连”退伍回乡，自学
法律，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先后组织开展法律服务300多次，为
群众挽回经济损失500多万元；自办企业为残疾人提供工作岗
位……正因此，他先后被授予“省级优秀法律服务工作者”和“菏
泽市农村十大杰出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等称号。

“我心中仍燃烧着艰苦奋斗的
激情和为民服务的情怀。”李似晨说，
虽然脱下军装19年了，但耳边始终回
荡着《八连颂》，始终以一个八连人的
标准要求自己，“离开部队同样能发
光发热。”他这样想着，便开始探索一
个能为人民服务的路子。

“困难面前有八连，八连面前
无困难”。退伍回乡后，李似晨发现
老家百姓很多不懂法，也因此遇到
事往往吃亏。于是，退伍第二年，他
报名参加了中央党校政法专业函
授学习。经过两年努力，他顺利拿
到大专文凭，并被黄安镇法律服务
所正式录用。

工作同时，他继续充电拿到本
科文凭。2003年，黄安5名农民工租
车从天津回家过年，遭遇车祸身
亡。李似晨顾不上和家人过年，赶
到天津协调赔偿，通过法律渠道为
每个遇难者争取到20万元的赔偿
款。韩屯村一对老夫妇，三个儿子
都不承担赡养义务。“那仨兄弟很
难缠，你可别管这闲事。”很多人劝
李似晨。可他偏不信这个邪，誓要
调解好这事。调解过程中，他吃过
闭门羹，遭过骂，但也找出了三兄
弟没有稳定收入的情况。经过多方
协调，他为三兄弟各找了份工作，
很快达成轮流赡养协议。

>>学法律，用司法为群众排忧解难

>>做公益，带头为地震灾区捐款10余万

“好八连”精神也渗透到
李似晨的企业。他每周会像开
连务会一样召开企业例会，讲
评工作，发扬民主，规范秩序。
李似晨仍然像当年带兵一样，

“水龙头滴水我来拧，长明灯
亮着我来关，汽车节油我带头

抓。”如今，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已经成为企业文化。

致富的同时，李似晨积极
参与公益事业，发动员工为汶
川、芦山等灾区捐款10余万元。

正因如此，其先后被授予
“省级优秀法律服务工作者”

和“菏泽市农村十大杰出青年
创业致富带头人”等称号。

“走出八连门，不忘八连
魂。”李似晨说，他会永远做

“好八连”的好战士，终生传承
“好八连”精神，向社会传递更
多正能量。

>>办企业，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

“在我的人生坐标上，‘八连一
兵’的印记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李似
晨说，“好八连”精神时刻激励着他前
行，无论是开展法律服务，还是个人
创业。

从2000年到2003年，李似晨先

后办过木炭加工厂和地板销售公
司。当时企业刚起步，规模小，实力
弱，利润刚刚能维持平衡。就是在
这种情况下，当郓城县民政局相关
负责人打电话询问，是否可以为一
批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时，李似晨

二话没说，一口气接收了1 5
人。

“当时很多员工都不理
解，有人跟我说做好事和经营
企业是两码事。”李似晨说，他
接收残疾人就业的做法，虽遭
到不少人反对，但他认为做对

了，让他找到了为人民服务的
又一出路。

李似晨欣慰的是，面对
各种质疑和抱怨，1 5名残疾
工人不但没有成为包袱，反
而成了企业甩开膀子、放开
手脚的精神动力。有人开玩

笑说：“你到底是个体经商户
还是“好八连”的兵，到底是
穿着西装跑生意还是脱了军
装做好事。”他的回答很明
确：“干好事业为民服务，不
管穿不穿军装，我永远是‘好
八连’的兵。”

陈强为居民服务。（资料图）

郓城李似晨(右二)作为“好八连”优秀退伍兵，再回连队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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