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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尹安 彭利佞） 近日，湘雅医院第
四批帮扶茶陵医疗队专家联合茶陵县人
民医院医生，开展多学科联合会诊，成功
破解一例神经危重症诊治难题，这是湘雅
医院医疗资源下沉，探索出对口帮扶茶陵
新模式。

原来，茶陵县人民医院接收的一名老
年患者，因大面积脑梗死，在介入溶栓治
疗、开颅去骨瓣减压手术后，患者出现化
脓性颅内感染。这种感染的治疗十分棘
手，存在临床表现重、诊治周期长、诊疗耗
费大等难题。

为了救治该患者，湘雅医院第四批帮
扶茶陵医疗队专家，组成了多学科专家团
队，联合茶陵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专家开

展会诊，最终采用“神外手术+神内诊治+
药学用药指导”的联合治疗模式，成功实
施颅内感染性疾病评估、脑脓肿穿刺引流
术、术后精准抗菌药物治疗、抗菌药物治
疗浓度监测。目前，该患者病情已趋于平
稳，疗效不亚于在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治
疗效果，且有效避免了转院风险、三甲医
院候床延误，增加了县域内医疗资源有效
利用率，降低了个人医疗费用。

湘雅医院第四批帮扶茶陵医疗队长、
神经内科博士胡凯表示，这次联合诊治的
成功实施，是湘雅医院组成多学科联合诊
治团队，强化“技术输出”，推进“学科建设”，
不断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将湘雅模式的特
色医疗直接延伸至茶陵县，建立湘雅定点
帮扶对口支援“茶陵模式”的有益探索。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陈洲
平 通讯员/李亚玲） 4 月 7 日，茶陵县桃
坑乡南坑村举行楠竹流转资金现场发放
仪式，现场向 32 户村民发放 150 万元楠
竹流转金，最高的一户领到了 10 万元，
这是该村唤醒沉睡的资源，享受的“绿
色红利”。

南坑村是一个以山林为主耕地稀少
的偏远村，林地 80%以上是楠竹，以前都
是由农户自主管理，抚育不到位，加上砍
伐随意，经济效益低。

2021 年，南坑村三个组共 34 户农户
自愿将 1256 亩楠竹山林以每亩 40 元的协
议价格流转至南坑村委会 30年，并由村委
会统一管理开发，打造楠竹特色产业，流
转资金共计 150.66 万元，结束了资源分

散，管理无序的状态。经过初步预算，楠竹
林除了给村民稳定增收，还给村集体经济
每年带来 6万多元收入，实现资源变资金，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转变。

其实，绿色一直是南坑村的发展底
色。2016 至 2018 年，该村充分挖掘自然资
源，相继建成了吊桥、玻璃桥、滑索、丛林
飞跃、浮桥、民宿 6个项目用于发展旅游产
业。这些项目投入运营后，既为村集体经
济带来了收入，也提供了就业岗位，带动
了民宿、餐饮等行业大发展。

目前，桃坑乡正在深挖南坑村的绿色
发展模式，全乡共流转楠竹 3万亩，每年人
均增收 300 元，1000 多亩的黄桃林，1.5 万
亩的油茶林也已产生效益，村民吃上“生
态饭”，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刘毅 通
讯员/邱红 阳慧 李兰薇） 4 月 7 日，醴陵
市明月镇绿色种养循环堆肥场，400 吨鸡
粪堆积在一起，上方大型轮盘式翻堆机来
回翻动。“添加发酵粉再经常翻动，温度达
到 60 度，堆沤一周后就变成有机肥，直接
撒到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示范区的田
地中。”该堆肥场负责人谢新启说。

将养殖场的粪污集中堆贮，利用微生
物菌剂将其自然分解转化为有机肥再还

田，这种“粪污”变“粪肥”的绿色种养循环
新模式受到好评。“效果相当好，农作物长
势、长相都喜人。”该镇绿色种养循环农业
试点示范区负责人周金龙说，通过种养结
合，有效减少了化肥用量，改良了土壤。

去年，醴陵市创建果树、蔬菜、油菜等多
种作物千亩核心示范片 9个，完成收集处理
粪肥 9.1万吨，建立粪肥还田示范面积 10.2
万亩，项目区土壤有机质明显增加，减少化
肥用量 1016吨，节本增收 640万元以上。

湘雅专家联合会诊
开启“援茶”新模式

南坑村：
绿色“本金”释放生态“红利”

粪污变粪肥 循环再利用

鳗鱼是一种外观类似长条蛇形，体表有黏液，表
面很光滑的洄游性鱼类，在海水中繁殖，淡水中生
长。鳗苗还未实现人工繁殖，仅靠天然捕捞，是一种
非常珍稀的自然资源。其喜欢在清洁、无污染的水域
栖身，是世界上最纯净的鱼种之一。

“家住江南烟水浔，鱼虾蚶蟹遍湖阴。北来要
作尝鲜客，一段鳗鱼一段金。”清朝净香居主人的

《都门竹枝词》，道尽鳗鱼美味几乎冠盖鱼族。鳗鱼
滋味鲜美，营养价值高，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
不饱和脂肪酸、胶原蛋白，素有“水中人参”的美
誉。明代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 记载：“鳗，去劳
损、甚补益”。在日本的 《本朝食鉴》 等古籍中记
载了鳗鱼在补虚、暖肠、祛风、解毒、养颜等方面
的神奇食疗功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这其中，产业振
兴是重中之重。当前，各地已全面铺开，
呈竞相发展之势。

在株洲县域一些海拔较高的偏远
小山村，受限于地理环境、交通区位等
因素，曾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如今，
探索靠水吃水新“吃”法，用好用活用足

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禀赋，观念一变天
地宽。

乡村振兴没有统一模式，道路怎么
走？只能靠自己去探索。近期，本报记者
深入茶陵锡田村、寒江村、醴陵老鸦山
村、攸县温水村等地，实地采访，发现这
些乡村利用大山清澈的泉水，因地制宜
发展珍稀水产养殖，蹚出了一条“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路子。他们不
等、不靠、不怨、不盲从，扬长避短，这种
“化劣势为优势、化优势为胜势”的振兴
路径和“靠山吃山”的另类思路，可供参
考。

从今日起，本报推出“山涧有鱼 乡
村有道”系列报道，看一条鱼如何搅活
“乡村振兴”这汪春水，敬请垂注！

珍稀南美鱼 产自湘赣边
——“山涧有鱼 乡村有道”系列报道·鳗鱼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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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尹二荣 肖蓉
通讯员/李彬芳 阳童

4 月 8 日，碧空如洗，在位于湘赣边罗霄山脉西
麓的茶陵县秩堂镇锡田村大湖组，记者沿着山间的
村道蜿蜒向上，放眼四望，满目青翠。行至半山腰，伴
随着越来越大的潺潺溪水声，一排排蓝色彩钢棚跃
入眼帘，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辉。

山窝窝里为何藏着这么气派的“厂房”？原来，锡
田 村 的 好 山 好 水 ，吸 引 了 一 群 来 自 南 美 的“ 贵
宾”——鳗鱼。这里正是占地 1.5 万平方米的鳗鱼生
态养殖基地。

好水质，鳗鱼成活率高达99%
山涧溪水源源不断地流入鳗鱼生态养殖基地，

滋养着这里近 300 万尾鳗鱼，彩钢棚遮挡了春日耀
眼的阳光，给喜欢昼伏夜出的鳗鱼提供了昏暗的生
长环境。

当日下午 3 时半，棚内 35 个水池的诱食灯准时
打开，一群群鳗鱼像听到指令一般，顺着微弱的橘黄
色灯光，从水池的四面八方快速游向进食台。基地负
责人陈章正和工人们一起忙碌着，开着三轮车，打着
手电筒，依次投食入池。鳗鱼们蜂拥而至抢食着，激
起一阵阵“噼噼啪啪”的水花声。

“养好鳗鱼，水质最关键。”陈章介绍，2019年底，
初到秩堂镇锡田村时，山涧丰沛的水量、清澈的水质
让他兴奋不已。在家乡福建养了十余年鳗鱼的他，打
算舍近求远，来茶陵发展鳗鱼养殖业。经过多次考察
与当地协商后，他与合伙人决定投资 6000万元，在这
片山窝窝里建起了茶陵首个鳗鱼生态养殖基地。

这些珍贵天然的鳗鱼苗是从南美洲进口的，经
过人工淡水养殖技术，进行驯养培育。历经一年半，
最初头发丝细、四五厘米长的鱼苗已长成 50 厘米
长、500-750克重的成鱼。“在福建，我们用半海水半

淡水养殖，鳗鱼成活率只有 80%左右；而这里因为水
质好，用淡水养，成活率高达 99%，养出来的鳗鱼肉
质细嫩、口感鲜甜。”目前，该基地年产鳗鱼 200 多
吨，每吨售价 10万多元，年产值达 2000余万元。鳗鱼
运到福建加工成烤鳗后，再出口日本、韩国等地，深
受消费者青睐。

好生态，带来产业好光景
把珍稀的水产品，运来山窝窝里养殖，不仅让当

地村民开阔了眼界，更给乡村带来了新希望。
“鳗鱼生态养殖基地的引进，让这片地又‘活过

来’了。”锡田村支部书记曾斌华回忆，这里曾经是一
个小型水库，因年久失修，泥沙掩埋，荒废多年。如今
鳗鱼基地建成后，土地资源盘活了，不但给村集体带
来经济收入，还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在基地做事的村
民陈卫星高兴地说：“以前靠山吃山，现在靠家乡的
山泉水，就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月收入 4500元。”

“这里不仅山好水好，民风淳朴，营商环境也好，
在这里投资创业很放心。”陈章表示，除了在招商引
资时提供帮助与便利，当地政府还在安全生产、环境
保护方面的监管也很到位。

产业要可持续发展，就要保护好这方青山绿水。
该基地主动淘汰了锅炉加热，采用水热能、空气能等
环保加热能源，并在 2000 多平方米的沉淀池里，种
满了狐尾草等绿植，用生态隔离有效净化水质。

锡田村因地制宜，以生态优势带来产业优势，蹚
出了一条独特的乡村振兴之道。鳗鱼养殖的成功，让
陈章看到了广阔的产业前景。两年来，他与合伙人追
加投资，又在茶陵县腰潞镇、湖口镇、枣市镇选择了
环境优美的 3个山村，分别建设鳗鱼养殖基地。

“等将来养殖规模扩大后，我还想在茶陵建设一
个鳗鱼加工厂，形成养殖—加工—销售产业链，产品
直接出口，新鲜的鳗鱼不必送去福建加工。”陈章信
心满满地说。

陈章手握鳗鱼。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肖蓉 摄

茶陵县锡田村鳗鱼生态养殖基地。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肖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