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市新闻 22527655 责任编辑：尹二荣 美术编辑：王 玺 校对：张 武2022年 4月25日 星期一A3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陈洲平 通
讯员/陈启浪 龙利霞）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
日”。当天，茶陵县 2022 年“书香茶陵·阅读有
我”全民阅读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在茶陵县芙蓉学校活动现场，株洲日报
社校园记者、县图书馆以及爱心捐赠单位代
表县农业农村局向县内学校、乡镇文化站及
农家书屋代表捐赠各类图书 12500 册和购书
资金 4 万元。县文联、县档案馆、县图书馆
和芙蓉学校师生围绕茶陵红色文化、阅读益

处等进行现场阅读分享。茶陵县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李甜甜还向校园小记者和学生们科
普了“扫黄打非”“护苗 2022·绿书签行
动”、知识产权和版权等知识，并和县文化系
统、教育系统等单位负责人接受校园小记者
们的采访。

据了解，2022 年“书香茶陵·阅读有我”全
民阅读系列活动，后续还有书香体验活动、“幸
福茶陵 共话家乡好”主题征文、小小朗读者、

“寻找最美书房”等近 20个活动。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黎世伟 通
讯员/刘琦） 4 月 21 日，炎陵县市场监管局局
长徐斌来到县政务服务中心，在“企业开办一
窗通”窗口，以“陪同办”的形式，现场查看营业
执照办理的每一个流程环节，寻找有否“痛
点”。最近以来，该县组织县直窗口单位负责
人，深入开展“走流程、解难题、优服务”活动，
共发现问题 6个，优化解决措施 8项。

为群众办事，能否更快捷，快不起来的
“痛点”在哪里？4 月份以来，该县组织县直
20 多个窗口单位负责人，分头深入各为民服

务点，开展“走流程、解难题、优服务”活
动。他们以办事人身份、“陪同办”的形式走
流程，亲身体验、感受“痛点”，发现问题，
及时督办整改。还有的窗口单位负责人以工
作人员身份，坐在窗口办理行政审批和其他
服务工作，零距离、全流程感受行政审批和
公共服务事项的每个环节，以便从中发现问
题，优化办事流程，改进工作。

眼下，该县 10 家单位已拟定或出台相关
政策和文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及时疏
通“梗阻”，进一步了方便群众。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刘毅） 4 月
22 日，湖南柳鑫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PCB 钻
孔盖板全自动智能生产线项目开工，将于今年
9月投产。

该项目位于醴陵市孙家湾镇龙虎湾村，
占地面积约 3200 平方米，总投资 5450 万元，
将购置相关生产设备 11 台套、研发设备 5 台
套，组建一套全自动化智能生产线，年产值
预计 6000 万元。“柳鑫电子”成立于 2007

年，经营范围包括电路板材料生产及产品销
售等。

PCB 钻孔盖板属于国家政策支持的电子
信息新材料产业，其产品主要应用于高铁、5G
通讯等领域。孙家湾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用
好“在意”企业服务中心的相关制度，一如既往
当好企业服务员，做到“日碰头、周通报、月小
结”，全力以赴解决项目开工后的各项问题，助
力其尽早建成投产。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黎世伟 通
讯员/盘建军） 4 月 24 日，炎陵县中村瑶族乡
平乐村葛藤岭高标准中药材种植基地，华重
楼、黄精等中药材长势健壮，迎风摇曳，药草飘
香。药农们锄草、松土，忙碌其间。

平乐村原本地处偏僻，基础设施滞后，村
里无支柱产业，一直与贫困为伍。近 10 年，该
村大力发展黄桃种植，面积达 3200 亩，年产量
275万公斤，产值 3300万元。仅此一项，村民年
人均收入 1.65 万元，黄桃成为当地的“致富
果”，该村被誉为炎陵“黄桃第一村”。

一个产业终究独立难支，为化解因产业单

一带来的市场风险。近年来，该村利用当地土
地肥沃、生态良好等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种
植，成立仁康中药材专业种植合作社，种植以
华重楼、黄精、黄花倒水莲、岗梅等为主的中药
材。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建设高
标准中药材种植基地 100多亩。

眼下，该合作社通过与郴州市桂东县珍源
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由该公司负责提
供种苗、技术，负责销售，解决了种植户的后顾
之忧。按照计划，5 年内，全村中药材种植面积
将达 1000 亩，带动农户 120 多户，力争成为炎
陵“药材第一村”。

邵东商会慰问
高速卡口“守关人”

4 月 22 日上午，大雨如注，株洲邵东商会相继
前往京港澳高速株洲西收费站、长株高速株洲收
费站等城区 5 个高速卡口，慰问坚守一线的防疫
人员，感谢他们守护“外防输入”的关键防线，共送
去了价值 1 万多元的慰问物资，包括方便面、矿泉
水、牛奶等。该商会执行会长赵石毛表示，希望影
响更多爱心人士和企业、社会团体，关心关爱抗疫
工作者，凝聚“打赢”强大力量。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毅
通讯员/管乐 摄

产业“后进村”如何逆袭
在走向乡村振兴的大道上，有些偏远村产业

兴、人气旺，找到了乡村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而
有的则人烟稀少、田地撂荒，一直在“打着灯笼照
旧”。究其原因，在于面对困难和挑战，大家是否
迎难而上、脚踏实地地干。可以说，干的成色，直
接体现到乡村振兴的质量上来。

如《山涧有鱼 乡村有道》系列报道中的 4个
养殖户，要么是外地人，背井离乡来创业；要么是
本地的退伍军人或退休的村支书，他们不是等靠
要，没有躺平，而是另辟蹊径，勇敢创业，成就了
一番事业。

发展的机遇是争来的，事业是干出来的，快
一天就有快一天的主动，早一时就有早一时的效
益。尤其是“后进生”，切勿妄自菲薄，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保持那股闯劲和冲劲，定能“拨开云雾
见月明”。

因地制宜是关键
因地制宜，事业才能行稳致远。
党的百年历史昭示，正是我们党始终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革
命才走向成功，才创造出惊天动地、改天换地的
伟大奇迹。

推进乡村振兴，同样要坚持因地制宜。虽然
同为偏远村，曾经有着相同的境遇，但“出圈”之路
却各有千秋，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坚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

如醴陵市官庄镇瓦子坪村平地少，周边是风
光迤逦的群山，大地给居民留下美景的同时也带
来了世代的贫穷，村里发展“甜蜜”事业和莓茶种
植，走上了振兴路；炎陵县中村瑶族乡平乐村海

拔高、山地多，适宜黄桃种植，当地因势利导将其
打造成一个产业；炎陵县大院农场海拔较高，湿
地资源丰富，得天独厚的条件适合水苔生长，“大
自然的馈赠”每年给村民带来约 500 万元收益；
茶陵县桃坑乡南坑村绿水青山，冬暖夏凉，乡村
游的“引流功能”为当地人带来了红利，偏远村落
成了“人气村”……

其实，失败的案例也屡见不鲜。如不看市
场，盲目跟风种养殖，出现农产品滞销，势必会造
成谷贱伤农、果贱伤农；还有的好大喜功，追求大
项目，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有的靠山吃山，
杀鸡取卵，饱尝生态环境被破坏所带来的“恶
果”……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是关键。”
知株侠认为，别的村能成的，放到自己村并不一
定行得通，如果简单地模仿和照搬，难以行稳致
远。一些偏远村，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
势，可以发展民宿、农家乐和特色种养殖，也可以
发展康养业……如此等等，没有标准答案。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宜养我
种、宜种我牧、宜林我耕，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只
会导致产业“水土不服”，不仅富民强村无从谈
起，还会造成时间、经济成本的浪费。地理位置、
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交通设施、产业基础等，都
是理应考量的要素。偏远村紧扣“因地制宜”，科
学把握差异性，用好用活用足资源禀赋，注重地
域特色，规划先行、精准施策，就能在乡村振兴的
新征程上快马加鞭。

小产业孕育大希望
乡村要振兴，关键是产业，这已成为人们的

共识，但发展乡村产业，不能一味追求高大
上，过度强调规模化，“硬着头皮也要上”，否
则，只会适得其反。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发展总是从量变
开始，量变是质变的基础，质变是量变的结果。

“小产业孕育大希望”。对偏远村而言，发
展产业并非要高大上，只要能自身造血，得到
市场认可，就能带动一方经济发展，增加村民
收入，就是好产业。若长久坚持，就能积小胜
赢大胜。

如茶陵县秩堂镇东首村，一颗不起眼的罗
汉果，却带来了 400 万元年产值，解决劳动力
就业 2.2万余人次；醴陵市浦口镇荣坪村，一株
小小蔬菜秧苗，今年带来了 3000 万元销售收
入；炎陵县沔渡镇九都村的粽叶、渌口区朱亭
镇黄龙村的蕨，都是长在山野的小农货，可经
过加工，产品远销海外；醴陵市沩山镇老鸦山
村、茶陵县秩堂镇锡田村、攸县黄丰桥镇温水
村等，都是偏远村，利用大山的泉水发展珍稀
水产养殖，搅活了乡村振兴这汪春水，尤其是
茶陵的鳗鱼养殖，从一个小山村起步，逐步向
周边村落扩展，渐成气候，假以时日，产值有
望上亿元……

观念一变天地宽。知株侠认为，目前一些
偏远村仍有很多资源躺在那里，没有合理开发
利用。这是不可复制的发展优势，“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未尝不可，换个吃法或将释放巨大的
发展红利。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知株侠相信，偏远
村若能把小产业整合好、培育好、发展好，握
指成拳，说不定就能闯出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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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启动全民阅读系列活动

炎陵开启“一把手”走流程活动

“柳鑫电子”PCB钻孔盖板智能生产线开工

炎陵平乐计划5年种植千亩中药材

新华社上海 4月 24日电 23 日，记者
走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
部院区（定点医院）的 ICU（重症加强护理病
房）病区内，病床整齐排列，病区内危重症患
者以高龄老人为主。床头的监护、治疗仪器
不时发出“嘟嘟”的提示音，时刻监测着患者
的生命体征。

工作站内，身穿防护服、全副武装的医生
护士正忙碌着：记录病人信息、接听工作电
话、备药、整理器械；检查患者的生命体征、调
整呼吸机参数；帮助病人适应俯卧位呼吸、翻
身、检查调整补液速度、记录患者体温……

14 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皋源脱掉被汗水湿透
的防护服，和感染科、呼吸科等科室的主任
一起，准时出现在了会议室里。

这里，每天下午都会举行线上会诊。定
点医院内的医生和母体医院的专家就在院
重症患者的诊疗方案，逐一探讨，精准制定

“一人一策”。

23 日讨论的这位患者病情复杂，患有
精神疾病，突发急性脊髓炎、横纹肌溶解、肝
肾功能不全，后期又出现消化道出血，但新
冠的临床症状较轻，CT 显示有少许的肺部
渗出。经过紧张的讨论，十余个科室的主任
们共同制定了全新策略。

“从重症救治上看，本次奥密克戎病毒
株诱发的新冠肺炎重型、危重型相较于之前
的病毒株发生率低。但奥密克戎传染性极
强，尤其是患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感染后病
情会加重，而这类病人的数量较多，基础性
疾病有不同特点，带来治疗的复杂性。”皋源
说，一方面新冠肺炎的治疗，正按照第九版
诊疗方案进行；另一方面利用多学科诊疗模
式（MDT），对复杂病症讨论，形成更加精准
的治疗方案。

仁济南院于 4月 3日收到改为定点医院
的通知，4月 7日中午正式收治病人，主要收
治儿童、血透、孕产妇以及有合并症的成人
新冠患者。

“为了最大程度利用好资源，我们对重
症监护室的建设始终本着病房设置足、人员
配置足、把患者收治足的原则。”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副院长王争说，ICU
是救治新冠危重症患者的“主战场”，这里有
50 余张重症床位，抢救的老人中最大年龄
为 97岁；此外还有 480余张儿科床位。“基础
性疾病的诊疗还是按照专科化的设置，我们
尽量恢复成定点医院以前的学科建制，让合
适的医生去看合适的患者，发挥有限力量的
最大潜能。”

14 时半，王争刚刚吃完午饭。他告诉记
者，目前临床资源十分紧缺。医院核定床位
600张，目前建设目标是 892张床位，也就是
按照约 150％的效率运营。“场地、人手充分
发掘潜力，医护人员几乎不轮休，能够进一
步腾挪的空间相当有限了。”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主任王兴鹏表
示，本轮收治的重症患者中，呈现两个特点：
一是老年患者的比例比较高，目前在市级定

点医院患者中，70 岁以上老人占比接近三
成；二是合并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比例比较
高，超过 60％，其中合并 3 种以上基础性疾
病的占比四成。

上海坚持防止轻转重与重症救治并重、
新冠救治与基础性疾病治疗并重、中西医治
疗并重三个原则，汇集全市临床诊疗经验丰
富的 360 余名重症医学专家，加上外省市支
援的专家，组建了 9支重症救治团队，进驻 8
家市级定点医院，对新冠重型、危重型和新
冠阳性合并基础性疾病重症患者，实行集中
管理和综合治疗。

皋源说，一旦疫情管控放松，病毒会广
泛传播，大量重症出现，反过来挤兑医疗系
统，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现在上海累计感染者已超 45 万，其中
老年患者增多，高龄叠加基础性疾病、疫苗
接种率低，令他们的生命健康受威胁较大。”
皋源说，加快“动态清零”，对于有基础性疾
病的老年患者是最大的保护。

新华社北京 4月 24日电 记者从 24 日举行的
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4 月 23 日 16 时至 24 日 16 时，北京市新增本
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21例，含确诊病例 16例、无症
状感染者 5例，其中朝阳区 11例、房山区 6例、顺义区
2例、西城区 1例、通州区 1例。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4月 22日以
来，北京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41例，涉及
5个区。初步流调结果显示，目前病毒已隐匿传播了 1
周，短期内出现了多代病例。41 例感染者中，近四分
之一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老年感染者中 50％未接
种新冠疫苗。

经北京市疾控中心评估，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
疫情风险分级标准》，即日起将朝阳区潘家园街道松
榆里社区定为高风险地区，将朝阳区潘家园街道松榆
东里社区定为中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高
风险地区 1个，中风险地区 1个，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
地区。

朝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杨蓓蓓介绍，朝阳区目前
共判定密接 1230人，已划定 14个封控区，涉及朝阳区
的密接人员均已落实管控，涉及外区的均已转办协
查。经研判，朝阳区将扩大核酸检测范围，从 4月 25日
起全区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请上班人员做完核酸检
测后再去上班，建议两点一线，减少社会面活动。

杨蓓蓓说，4 月 23 日起，朝阳区暂停各类校外培
训机构所有线下课程和集体活动，暂停各类文化艺术
类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训活动，暂停各类体育类校外
培训机构线下培训活动，暂停各类职业技能类和专业
技术类培训机构线下培训活动。恢复时间将根据疫情
防控工作情况另行通知。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赵卫东表示，根据近期监
测，目前北京市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供应充足，交易
正常，各封控小区生活必需品供应稳定。北京市将进
一步加强市场运行监测，强化货源组织，加强重点批
发市场疫情防控管理和供应保障工作，全力做好生活
必需品市场供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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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洛杉矶4月24日电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22 日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2021 年新冠连续第二年成
为继心脏病和癌症之后美国
民众的第三大死因。2021 年
1 月至 12 月，因新冠相关原
因死亡的美国人总数超过
46万。

报告显示，2021 年美国
共有超过 345.8万人死亡，总
体死亡率较前一年上升了
0.7％。死亡率最高的群体为
非西班牙裔美洲印第安人和

非西班牙裔黑人，死亡率最
高的年龄段群体为 85 岁及
以上人群。

报告显示，2021 年美国
有超过 46 万人因新冠相关
原因死亡，较前一年增加近
7.6 万。其中，85 岁及以上人
群为新冠死亡率最高的年龄
段群体。

报告称，这些数据可以
为制定公共卫生政策及干预
措施提供参考，以降低新冠相
关原因导致的死亡率以及受
影响最严重人群的死亡率。

新冠连续两年
位列美国人第三大死因

新华社上海 4月 24日电 记者从
4 月 24 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日上海重症
患者数量有所增加，本轮疫情以来，共
有死亡病例 87 例。对此，上海将进一步
统筹全市医疗资源，增配重症医疗团
队，畅通转诊通道，早期干预高风险患
者，减少重症患者比例。同时，充分发挥
中医药传统优势，加强基础性疾病的专
科化管理，做好疑难病例的会诊与指
导，尽最大努力降低病亡率。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主任王兴
鹏表示，本轮收治的重症患者中，呈现
两个特点：一是老年患者的比例比较
高，目前在市级定点医院患者中，70 岁
以上老人占比接近三成；二是合并基础
性疾病的患者比例比较高，超过 60％，
其中合并 3种以上基础性疾病的占比四
成，主要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肾脏疾病、
代谢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神经系统
疾病和恶性肿瘤等。

针对这一情况，在本轮重症患者救
治中，上海坚持防止轻转重与重症救治
并重、新冠救治与基础性疾病治疗并
重、中西医治疗并重三个原则，主要从

三个层面综合施策开展救治工作。
一是加强市级定点医院的救治能

力。针对本次老年患者基础性疾病多且
重的特点，汇集全市临床诊疗经验丰富
的 360 余名重症医学专家，加上外省市
支援的专家，组建了 9支重症救治团队，
进驻 8家市级定点医院，对新冠重型、危
重型和新冠阳性合并基础性疾病重症
患者，实行集中管理和综合治疗。

二是调配市级医疗资源支持市级
定点医院。上海将进一步发挥市级定点
医院母体医院的综合学科优势，组建医
院多学科专科治疗组，对所属医院收治
患者逐一研判；同时成立市级专家团
队，利用紧急开发的会诊平台系统，对
市级定点医院重症患者实施清单式管
理，一人一策开展治疗，及时调整治疗
方案。

三是支持指导各区定点医院救治
工作。目前，上海已成立由 300余名专家
组成的 8 个市级专家救治组，每个专家
组包干负责 2个区的定点医院和方舱医
院，与区级专家组协同开展联合会诊，
指导做好相关救治工作，并将重症患者
及时转诊至市级定点医院进一步治疗。

上海：综合施策开展重症患者救治
尽最大努力降低病亡率

4 月 23 日，上海临港方舱医院的医护人
员与老年患者交流。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需要，上海改造升级
部分方舱医院床位，用于收治普通型以上新
冠病毒感染者及高龄感染者。4 月 23 日，记者

在上海临港方舱医院内看到，部分床位已改
造完成，陆续收治普通型感染者及 80 岁以上
高龄感染者。按计划，临港方舱医院 1．36 万张
床位中，将有约 2000 张床位进行改造升级。

新华社记者 杨有宗 摄

上海：临港方舱医院
收治普通型以上及高龄感染者

直击ICU：坚持“动态清零”，全力救治老年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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