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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e宝”“掌上电力”是国家电网公司
在开通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平台缴费服
务后推出的全国互联网缴费服务平台。

“电 e宝”服务于低压电力客户，在全国上
线应用，提供电费代收、电费小红包、缴费
充值等服务。“掌上电力”手机APP低压版
服务于低压用户，提供支付购电、查询电

费电量、停电公告、95598 客户服务、业扩
新装等功能；企业版服务于高压（10千伏
以上）企业用户，提供电量电费、账务信
息、停电公告、业扩新装等服务功能。

该平台支持Android、IOS两种主流手
机操作系统，用户可通过安卓应用市场或
苹果（iPhone）App Store下载安装后使用。

注册“电e宝”和“掌上电力”
多重好礼等你拿

“电e宝”二维码

“电e宝”基本操作：（1）点击“立即注册”将提示信息完善后
进行登录；（2）点击“设置”进行银行卡认证和身份证认证；
（3）在“设置”内找到“用电户号”字样进行户号添加。
“掌上电力”基本操作：（1）从右上角“登录”进入“立即注
册”，将提示信息完善后进行登录；（2）点击“我的”进行户号
绑定。查询密码：095598或111111。 “掌上电力”二维码

用户可通过微信、支付宝等app“扫一扫”扫描此二维码完成下载

如出现异常请拨打平顶山供电公司24小时服务热线0375-2768888

电网连万家 共享电气化

□王石川

摘要┃除了反思赶工期，还要
反思建筑业内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迷信“压缩工期、突击生产”？这种
病灶背后，还暗藏着哪些积弊？悲
剧过后，相关部门会受到触动吗？

江西丰城发电厂“11·24”特别
重大坍塌事故的最新进展是，施工
方与家属协商，确定赔偿标准为每
人120万元，且已有家属签订了赔偿
协议，9 名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
责任人被依法刑拘。事故已进入善
后阶段，而此前国务院安委会视频
会议认为，从初步掌握的情况看，事
故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压缩工期、
突击生产、施工组织不到位、管理混
乱等有关。有了这个判断，很容易
得出此次事故又是人祸的结论。

综合媒体报道可知，这起事故
原本可以避免。只要有一些责任
心，有起码的规则意识，就不会有悲
剧的发生。不妨回放几个细节，今
年 3 月 29 日，国投电力高管到丰城
百万机组项目现场调研，对项目部
在图纸严重滞后的情况下，“不等不
靠、积极开挖的做法表示充分肯定
并要求推广”。图纸严重滞后，不该
停工吗？为何还要肯定？当然，肯
定的对象未必是此次事故的施工
方，但推广“不等不靠”的做法，本身
不就存在巨大隐患吗？

再有，今年9月13日，丰电三期
工程“协力奋战一百天”动员大会在
丰电三期工程总包项目部广场举
行。从时间上计算，“协力奋战一百
天”，意在元旦时完工。赶时间没
错，但若“组织不到位、管理混乱”，
难免会出问题。

几年前，曾有官员提出，要坚决
取消“决战90天”“大干快上”等冒进
口号，工程建设必须尊重科学规律，

“特别是在重点项目和重点工程建
设上，要始终把质量、效益、安全放
在第一位”。诚哉斯言。盲目追求
速度，最终可能失速；不尊重规律，
规律就会反过来施罚于人。

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此次事
故的施工方河北亿能烟塔工程有限
公司。据报道，该公司承建的项目
近年来频频出事。在别处发生事
故，不代表在此处一定出事，但一个
被指“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制度不
健全，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生
产管理混乱”的施工单位，前科不断
却仍能中标大项目，这家施工单位
难道有什么来头？可是，不管什么
来头，恐怕都难以脱责了。国务院
调查组日前表态，不管涉及什么人、

不管有什么背景，只要与事故的起
因和责任有关，都要查清查准，一查
到底。目前，已有13名相关人员被
控制，最高检也已派员介入，在法治
轨道上处理此事，已无悬念。

“11·24”事故是今年死亡人数
最多的事故，也是最近十几年来电
力行业伤亡最为严重的事故。基于
此，更应该总结教训，不能止于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除了反思赶工期，
还要反思建筑业内为什么有那么多
人迷信“压缩工期、突击生产”？这
种病灶背后，还暗藏着哪些积弊？
悲剧过后，相关部门会受到触动
吗？还会有人迷信“突击生产”吗？
进一步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规
程和制度机制，堵塞漏洞，不断夯实
安全生产基础保障能力，推动安全
生产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不能再
是空话了吧？

丰城之后，“突击生产”会消失吗

□舒锐

摘要┃在这起个案中，祖父母的死
亡本为“不证自明”。要求给离世近百
年的人开具“死亡证明”，有关部门看似
谨慎、负责，实则是在推卸责任，究其本
质还是没把群众放在心上。

让年近七旬的老人为离世近百年的
祖父母开“死亡证明”，听起来匪夷所思，
却真实发生在宜昌市民徐义清身上。为
了把父母生前的房产继承过户到自己名
下，从去年3月开始，他先后到当地公证
处、社区居委会、派出所、法院寻求帮助，
但折腾一年多，事情仍没办成。

父母没留遗嘱，徐老汉要继承这套
房产，至少要证明两件事情。一是父母
已经去世；二是其他继承人均放弃继承
或者不存在别的继承人。《继承法》规定，
被继承人的父母、配偶和子女为第一顺
位继承人。理论上，父母的继承人包括
徐老汉和他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祖父
母、外祖父母。

为了排除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继承
权，就需要证明他们已经死亡。表面看，
相关部门要求徐老汉开具祖父母的“死
亡证明”，似乎于法有据，事实上却让他
陷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中。难道开不
出祖父母的“死亡证明”，就没办法继承
父母的遗产吗？难道法律真就这样不通
人情事理吗？

其实不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明确，根据法律
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
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
证明。根据徐老汉及其父母的年龄，再
加上日常生活中能活到一百三四十岁的
人实为罕见，完全可以直接推定其祖父
母已经死亡。也就是说，在这起个案中，
祖父母的死亡本为“不证自明”。

要求给离世近百年的人开具“死亡
证明”，有关部门看似谨慎、负责，实则是
在推卸责任，是对法律的机械理解，究其
本质还是没把群众放在心上。为治理群
众“办证多、办事难”问题，去年11月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优化公共服务流程
方便基层群众办事创业的通知》，“奇葩
证明”乱象有所改观，但仍然在一些地
方、一些领域频现，继承领域便是其中之
一。

生活中，逝者留下遗产是常态，但国
人还没有留遗嘱的习惯，这使得很多人
要像徐老汉这样通过“法定继承”乃至诉
讼来继承遗产。继承领域的“奇葩证明”
无疑给公众带来极大的不便。消除奇葩
证明，不妨从继承领域开始。

消除奇葩证明
不妨从继承开始

近期，全国各地大幅降温。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施行的《最低工资规定》中明确提
到“低温津贴”。尽管劳动保障部门出台的相关规定对低温津贴有明确要求，个别省份也制定
了相关标准，但在实际中，这些福利只是“纸上权利”，并未落到实处。 新华社发

“一纸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