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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祖孙三代传承同一个电力梦！
一脉灯火，三代传承。在许昌，有

这么一家子，他们祖孙三代都是服务于
基层的一线电力员工。

三代人传承着吃苦耐劳、兢兢业业
的职业精神，甘当“光明使者”，守护着
我们这座城市的用电安全。

第一代电力人沈银安
用责任和专注为供电工

作保驾护航

20 世纪 70 年代，沈清华的父亲沈
银安到国网许昌电力公司禹州十里铺
变电站工作。“那时候，工作条件差，变
电运维人员需要 24 小时值守在变电站
内，吃住都在变电站，监控巡视设备，进
行各项操作。”沈清华回忆父亲当时的
工作场景，感慨地说：“父亲那个年代的
电力职工，工作环境差，而且还是‘带
电’作业。”

沈清华告诉记者，父亲沈银安工作
时没有专业设备，只能靠肉眼辨别，设
备变红了就到了临界值。每当遇到夏
季用电高峰期时，主变容量超负荷时都
需要拉闸限电，电一停就是一整天。“最

怕遇到下雨天，老变电站几乎都是架空
线路，风一吹，线一动，就接地短路了，
通宵操作是常态。”沈清华说，父辈们用
责任和专注为供电工作保驾护航，也让

“工匠精神”如烙印一般传承了下来。

第二代电力人沈清华
创下 132320 次倒闸操作

无差错的纪录

受父亲的影响，1989 年，沈清华成
了一名电力职工，工作地点也在变电
站。

在同事、家人眼中，沈清华是爱岗
敬业的代表。他曾先后参与验收 36 座
变电站，132320 次倒闸操作无差错。

作为一名工作 32 年的电力“老兵”，
沈清华毫无保留地做好“传帮带”，先后
签订师带徒协议 20 余份，为公司输送了
大量的新鲜血液。

32 年来，从清晨到深夜，从一条线
路到另一条线路，沈清华与同事一步一
个脚印，穿梭在变电站空寂的道路上，
他们用行动实践着电力职工的责任与
担当。

第三代电力人沈赛博
青春需要色彩，逐梦雪域

高原
2020 年，沈清华的儿子沈赛博响应

公司号召，赴西藏参与阿里联网工程帮
扶工作。“青春需要色彩，援藏也圆了我
的梦想。”沈赛博说，项目所在地日喀则
市定日县平均海拔 4643 米，常年高寒缺
氧。

4000 米、4500 米、4900 米……伴随
逐渐增高的海拔，初次踏上雪域高原，
沈赛博的身体开始出现视线模糊、头昏
脑涨等高原反应。

沈 赛 博 克 服 高 原 反 应 ，背 上 氧 气
瓶，装好笔记本，行走在日喀则的角角
落落。经过 17 个月的奋战，国家重点工
程——阿里联网工程，在西藏日喀则市
完成最后一基铁塔的导线架通，这也标
志着世界上海拔最高、最具挑战性的电
力天路全线贯通！

沈清华家庭祖孙三代的电力故事，
不仅讲述了这个时代三代电力人不懈
奋斗、薪火相传的故事，更是无数普通
电力人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缩影。

看看“最美家庭”啥模样
一脉灯火，三代传承，祖孙三代用心点亮万家灯火；他们是同事，也是夫妻，更是扎根儿许昌20

年的企业高管，他们家的幸福和企业的成长、许昌城市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随着许昌2021年度“最美家庭”揭晓，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沈清华家庭、秦鹏举家庭的故事，传

递最美“家”力量！

夫妻俩扎根儿许昌20年
和企业共成长，成就幸福生活

家庭是社会文明承载的基本单元，
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会成为我们每一
个人依赖的港湾，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事
业奋斗的依托。

“小家庭，大幸福。”秦鹏举和高月
芳这对扎根儿许昌的平凡夫妻，尽管历
经风雨，但却相互扶持，成就了这朵永
不凋零的“家庭幸福之花”。

20年前，在许昌同一
家公司喜结良缘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普通人，生在
农村、长在农村；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却因同样的目标，留在了许昌同一家企
业工作；他们踏实、勤奋，好学，是我和
姐姐的榜样。”这是秦鹏举女儿写给爸
爸妈妈的信。

7 月 15 日，秦鹏举告诉记者，他的
老家在河南登封，妻子高月芳的老家在
宁夏银川。他们大学毕业后，通过企业
招聘来到许昌，后来，又在同一家公司
喜结良缘。

“我们已在河南万里交通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了 20 年，参加了多个
项目施工。”秦鹏举说，他参加工作时公
司刚成立，这 20 年他们家和企业共成
长，成就了幸福生活。

20 年 前 ，秦 鹏 举 和 妻 子 在 企 业 相
识、相知、相爱，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如今，他们不光有一个幸福的家，有两
个可爱的女儿，还都成长为企业高管。

秦鹏举参与和主持的项目先后获

得过各级优质工程，他本人
也多次获得过许昌市建筑业
协会“优秀项目经理”和企业

“优秀员工”等各项荣誉。

用实际行动，
带动家庭学习氛围

“爸爸说，他和妈妈都是
农村娃娃，来城市生活，就必
须勤奋好学，自信自强。”

在 秦 鹏 举 女 儿 的 记 忆
中，秦鹏举夫妻俩在家只要
一有时间，就会捧起书本自
学。经过 9 年的努力，他们都
成功取得高级工程师，并且
通过了建造师资格考试。现
在，他们依然在学习，还要继
续考取造价工程师资格证。

正是受这种学习型家庭
氛围的影响，秦鹏举的两个女儿也爱上
了读书，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我母亲带着全家人，从陕北搬迁
到宁夏银川生活。父母靠着自己的拼
搏在银川扎下了根儿，做人做事踏实勤
奋，我也深受他们的影响。”高月芳说。

共同成长，成就美好
生活

2005 年，秦鹏举拿出了全部积蓄，
在许昌西城区买下了他们人生中的第
一套房子。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学习

生活环境，16 年之后，他们决定卖掉老
房子，在许昌东城区买一套更大的房
子。现在，秦鹏举的家紧邻中央公园，
环境优美、交通便利。

“我们家的幸福和企业的成长、许
昌城市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在 20 年时
间里，企业从最初的小公司发展成现在
的大集团，我们才有了稳定的职业、稳
定的收入。”高月芳说。

在秦鹏举的家，他们夫妻用真诚携
手走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用奋斗实现
了各自的理想目标；用勤劳共同创造了
幸福生活……

本报讯（记者 张铮 文/图）7 月 13
日，长葛市文化馆内响起欢快的旋律，
河南省舞蹈家协会、许昌市舞蹈家协
会的专家走进长葛，开展河南省艺术
广场舞培训活动。

“省里的专家来到了我们身边！”
当日上午，长葛市大周镇 3 支农民广场
舞队的队员们，放下农活儿，分别表演
了《党旗飘扬的方向》《永远跟党走》

《草原女民兵》等舞蹈，充满正能量。
近年来，随着群众文化活动越来

越红火，广场舞广受欢迎，不管是城市
还是农村，大家自发组织的广场舞表
演团体，利用空闲时间排练，既能健身
也能陶冶情操。“咱们这些农民广场舞
团队，目前最缺乏的是专业老师的指
导。”长葛舞蹈家协会主席赵春霞说，

“这次能得到省里专家的指导，我们很
荣幸，也很珍惜这次机会”。

看完表演，河南省舞蹈家协会秘
书长、驻会副主席庞宏说：“这些队员
们的舞台表现力不错，但艺术性与观
赏性还有待提高。”

随后，河南省舞蹈家协会理事王
珊、史曼、王彭分组对大家进行面对
面、手把手的指导。“大家的底子还可
以，整体还不错，就是动作的连贯性要
加强一些。”在指导现场，老师们因人
而异，面对面、手把手地指导村民每一
个舞蹈动作，力求动作整齐划一。

“老师们很专业，又有耐心，我们
学到了很多！”大周镇柳庄营社区广场
舞队的张曼说起专家的指导，竖起了
大拇指。

以文惠民，以文化城。河南省舞
蹈家协会、许昌市舞蹈家协会主席刘
斌表示，接地气的文艺演出能让群众
感受到了欢乐，广场舞就是这样一种
表现形势。下一步，他们将持续开展
活动 ，多组织专业人员走进基层 ，把
文化的力量融入普通百姓的生活中，
使 文 化 享 受 成 为 幸 福 生 活 的 重 要 内
容。

河南省艺术广场舞
培训进长葛

记者张铮

秦鹏举一家外出旅游。

上图均为专家们分组对广场舞
表演团体进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