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心脏，阳光心态，由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发起和支持，
天元区疾控中心全程指导，天元区健康志愿者协会、心健康云健康项目组主办，湖
南正心智业(株洲厚德仁)承办的株洲“健康中国心丝带行动”即将开幕。本次活动
受到领导和专家的广泛重视，心内科领域两位权威的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胡大一教授和北京天坛医院刘玄重教授受邀莅临株洲，面对面教株洲市民远离心
脑血管疾病的方法。人人参加科普，人人科普受益，本次活动成功报名，可获五重
大礼！年满55周岁以上，凭退休证、教师证、医师证、身份证等报名，全程参与活动
即可领取健步鞋一双!

“健康中国心丝带

行动”旨在加强全人群

心脏健康教育、推行与

科普心血管预防康复

“五大处方”概念，并通

过持续的科普实践提高

全民心肺复苏的知识水

平和技术水平。

4 月 18 日，受中国

生命关怀协会健康促进

工作委员会邀请，胡大

一教授和刘玄重即将来

到株洲，与市民面对面

交流，帮助株洲市民在

生活中做好心血管病的

预防和干预。两位都是

心血管病医疗领域的佼

佼者，在长达半个世纪

的临床工作中积累了相

当丰富的经验，必将给

予株洲市民科学有效的

指导。

胡大一 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
师，北京突出贡献专家，享
受国务院政府专家津贴。
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首都
医科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
所所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心研所所长、心内科主任，
北京同仁医院心血管疾病
诊疗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
心血管病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医药导刊》主编。

刘玄重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历任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
院急救部主任(包括急诊
科、CCU科和CU科)、心内
科主任、首届药物不良反应
杂志编委。卫生部健康教
育专家，中央国家机关健康
大讲堂讲师团成员。多年
从事心血管病医、教、研、防
工作。专业特长：擅长高血
压、冠心病、心律失常及介
入性心脏病的治疗。

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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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寻人找物
群众谢以锦旗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肖捷）近日，荷塘公安分局接连收到
两面锦旗，居民感谢民警为他们找回
了家人、找回了重要失物。

前几天，李先生将一面写有“人
民警察、热心为民”的锦旗送到荷塘
公安分局月塘派出所，感谢民警帮他
找回了丢失的手提包。

3月17日，家住荷塘区合泰小区
的李先生及家属来到派出所求助，称
他不慎丢失一个名牌手提包，包内有
贵重金器和数千元现金。

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陈鹏程查
看事发地的监控录像，经反复比对分
析，判定手提包被一名拾荒老人捡走
了，并掌握了该拾荒老人的体貌特征
和行动轨迹。次日，民警在一处民房
找到拾荒老人。经核对，拾荒老人捡
到的物品与李先生描述的失物一致，
老人立即交还了手提包和包内钱物。

另一面锦旗，来自走失老人的家
属陈女士。

从接到报警到找到老人，民警只
花了 24 小时。事后陈女士专程来到
派出所，送上写有“为我寻找走失父
亲，真是人民的好警官”的锦旗。

小车侧翻水沟
消防员紧急救援

4 月 4 日凌晨 26 分，茶陵县 106
国道湖口镇路段发生交通事故，有人
员被困，茶陵县紫阳街消防站紧急赶
赴现场救援。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
辆湘L牌照的白色小轿车侧翻在国道
边的沟渠中，大半车身淹没在水中，一
名被困人员被困住。3名消防员进入水
沟实施救援，20余分钟后，被困人员脚
踝成功被移出。凌晨1时05分，被困人
员成功获救，所幸身体没有大碍。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马文章
通讯员 王小庆 文/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 刘琼 通讯员 陈恺祺）“没想
到竟是一只鹦鹉害我住了院。”4
月 7 日，在市二医院，提及自己的
遭遇，87岁的王爹爹直呼意外。

王爹爹平日身体不错，可前
段时间，他突然出现高热、寒战、
神志不清等症状，且高烧持续不
退，家人急忙将其送医。

“患者入院后出现了呼吸衰
竭，初步诊断为重症肺炎。”市二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易小平介绍，一
开始，他们采取了常规的治疗方
法，可王爹爹的症状并未减轻。

病因究竟是什么？医生开始
细致调查老人的流行病学接触
史。经过交谈，他们得知王爹爹
喜欢饲养鹦鹉、鸽子、兔子等。

“这极有可能患上了‘鹦鹉
热’。”易小平说。

很快，他们通过气管镜下肺
泡灌洗以及宏基因组二代测序，
揪出了“元凶”——鹦鹉热衣原
体。

何为“鹦鹉热”？易小平介
绍，“鹦鹉热”是由鹦鹉衣原体引
起的传染病，病鸟是主要的传染
源，其分泌物和粪便携带病原，可

以通过呼吸道传播病菌。这种病
情的典型临床表现为高热、头痛、
肌痛、咳嗽等，病情严重者可发展
至重症肺炎，甚至死亡。

查明病因后，医生立即对老
人采取抗衣原菌治疗。目前，王
爹爹生命体征平稳，已转入普通
病房。

“每年，我们能收治好几例感
染‘鹦鹉热’的患者，以老年人居
多。”易小平提醒，市民和鸟类接
触时，要戴口罩，注意手部卫生，
保持环境通风。一旦出现发热和
呼吸困难症状，应及时就医。

老人高烧不退住院
“元凶”居然是鹦鹉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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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官塘村。 咏洲 摄（资料图）

绿环翠绕，山水如画。春日，走进渌口区淦田镇官塘村，只见村道干净整洁，房屋规划有序，一派优美安逸的田园新
村景象。

曾经的官塘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村里守着好山好水却发展滞后。近年来，该村充分发挥党建示范引领作用，以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党员干部与群众拧成一股绳，大力推进产业发展，走出了一条林下生态种养殖、田园休闲旅游的新
路子。去年来，该村先后获评“国家森林村庄”“湖南省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单位”“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找准路子、迈开步子，越来越多有奔头、有希望的好事情在这片热土上演。

内外兼修美乡村

4 月 5 日，走进官塘村，村
道两旁的金鸡菊竞相开放，金
黄的花朵点缀着道路延绵向远
处 延 伸 ，就 像 两 条 美 丽 的 织
锦。沿着村道一直往官塘水
库，芦苇倒影在水中，野鸭在水
里嬉戏，干活累了的农民走进
路边的凉亭休憩、闲聊，俨然一
幅田园美景。

美，来源于连续多年对村
容村貌的整治。2014 年起，官
塘村通过争资引项全力打造美
丽乡村，对道路进行拓宽并绿
化，新植栾树、朴树、银杏树等
多个观赏树种，村道也“见缝插
花”，种植了玫瑰、月季、紫薇、
格桑等多个品种。

“村道特意用花的名字来命
名，有月季路、桂花路等，保洁员
负责修剪、养护。”官塘村党总支
副书记文开雄介绍，截至去年底，
全村18公里村级环村主干道全

部完成拓宽绿化，是渌口区唯一
一个做到了道路拓宽全域覆盖
的村，还沿村道修建了5个凉亭。

村里环境变美了，村民观
念也悄然改变。这几年，村民
陈铁球家屋前种了美人蕉、月
季，院内种了葡萄、李子、西瓜、
板栗，后山还栽种了核桃、木
瓜、桃子等果木，一家人春夏赏
花秋收果，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颜值提高了，内在气质也
要修炼。该村开展“最美庭院”

“平安家庭”等评选活动，让“小
家美”带动“大家美”，通过评
比，形成“党员带头干，群众主
动干”的良好氛围。以前，官塘
村的群众普遍都想外出打工，
在家的老人则多期待着儿女接
他们去城里同住，而如今，村里
成了花园式新农村，不少外出
务工的村民选择回乡发展，为
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4 月 5 日，官塘村苗木种植
基地，大片杨梅苗郁郁葱葱，70
岁的谢忠明正和其他村民一起
为树苗除草、施肥。他说：“植
树、除草、剪枝，我都会做，在基
地干一天活有150元呢。”

谢忠明的儿子因病瘫痪，妻
子有胃病、白内障。2019年，身
子骨还算硬朗的谢忠明被吸纳
到基地务工，一年多来增收约2
万元，一家人成功脱贫。

官塘村山林、水域资源丰
富，但始终没有发展起来，症结
何在？农村电网不稳定，村民
家的洗衣机、电饭煲都带不起，
更别提养殖用电了；村集体经
济发展落后，没有龙头企业带
动，难以成为村里经济发展和
村民增收的坚强后盾。

2014年初，在外闯荡的谢友
根回到家乡，当选为村党总支书
记，他一方面向上级部门争项目，
修村道，改电网；一方面引进公
司、合作社，开发山林、水域等资
源，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思路一变天地宽。苗木基

地、精品果园、优质稻种植基地
……几年间，各式种养殖基地
在村里多点开花，长沙楚丰苗
木、侯氏苗木两家苗木花卉公
司，租赁官塘村山地 1000 亩，
村民每年收入的山地租赁费达
10万元，解决剩余劳动力50余
人。村里引进合作社种植特色
水果火参果，产品销往市区，还
搭上电商快车，到了丰收季节，
合作社一片繁忙，带动村民务
工30余人。

该村在村集体经济产业基
地修复2口大型骨干山塘，计划
投放鱼苗 100 万尾，利用官塘
水库建设垂钓中心，与村上5家
农家乐一起开发乡村一日游。
如今，每到周末，便有市里的游
客来村里垂钓休闲。

“再过半个多月，小龙虾就
能大量上市。”在村上的龙虾养
殖基地，鲜活的龙虾在水里畅
游，基地负责人谢俊正带着养
殖户巡塘，“大伙都盼着，村里
产业越来越兴旺，带来更多财
富。”负责人谢俊满怀期待。

茶陵土桥村：
村干部带头扩种稳产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陈洲平 通讯员 林则梁 陈启浪）
眼下，大地回春，艳阳高照，暖风
拂面。4月6日，记者走进湖口镇
土桥村的田间地头，放眼望去，数
十名农民正在整理秧田、播种育
秧、清理渠道，一派“闹春”的繁忙
景象。在他们当中，最忙碌的是
刘四仔，他不仅是村党总支书记，
还是一名种粮大户。

土桥村地理环境和水利条件
一般，不少水田原本可种双季稻，
但却一直都是种植一季稻或其他
作物。村民刘观祥告诉记者，村
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留下的
老人居多，因为年纪大了，种植双
季稻，他们无能为力。

如何落实水稻播种面积、恢
复种植双季稻、遏制耕地撂荒、制
止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这是刚刚上任的刘四仔面临的一
个难题。他一边对接农业部门，争
取资金解决抛荒地复耕问题；一边
引导无力种、不愿种的农户将水田
流转给种植大户。同时，针对种植
成本高、流转难度大的耕地，刘四
仔大胆决定，自筹资金修复排灌
渠、机耕道、灌溉山塘等农田基础
设施，自己承包种植双季稻。

“要让老百姓响应国家号召
种植双季稻，我要带头干。”刘四
仔说。

就这样，刘四仔在村里流转
了 300 多亩水田种植双季稻，成
为村里数一数二的种粮大户。村
民们见此，纷纷表示要扩大种植
面积。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
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春耕生产
中，茶陵县不少村干部争农时，带
头“单改双”、“复垦复耕”，变身“种
植大户”，助力粮食生产。据统计，
今年茶陵200余个行政村中，党员
干部流转土地1万亩以上，早稻播
种面积达17.3万亩。

融合发展兴产业

蝶变官塘图景新蝶变官塘图景新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邹怡敏邹怡敏 通讯员通讯员 朱刚朱刚 刘铁华刘铁华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邹怡敏 通讯员 刘世强 田婧杨）
4月1日，走进朱亭镇高福村育秧
工厂的大棚，种粮大户谢益云正
在查看秧苗的长势情况，往年这
个时节，他都忙着在自家的田里
育秧。今年，他与湖南朱亭现代
农业有限公司签下订单，把 500
亩早稻育秧任务全部交给了工
厂，当起了“甩手掌柜”。

现场，近3米长的育秧流水线
上，叠盘机正在全速运转，装基
质、洒谷种、覆表土、浇润水，仅几
秒钟时间，一个个完整的秧盘就
从机器的另一端输送出来，随后
被送入恒温恒湿的催芽室。“育秧
的发芽率可达99%。”朱亭镇现代
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朱守官介
绍。

种子经过48至72小时催芽，
即可转至大棚出苗。大棚里，智
能化恒温恒湿装置、水肥一体喷
淋装置一应俱全，既能保证秧苗
水分需求，又能增加必要的养分，
更易培育标准化壮秧。朱守官介
绍，这批秧苗从 3 月 27 日开始培
育，预计到 4 月 12 日就可以下田
进行栽插了。

据了解，人工育秧 1 亩秧插
10 亩田，工厂化育秧 1 亩秧可插
80 至 100 亩田，一条流水线每天
可育 800 亩大田用秧，效率是传
统人工育秧的几十倍。

渌口：
工厂化育秧发芽率99%

▲工厂化育秧。通讯员 刘世强 供图

▲工厂化育秧。通讯员 肖霜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