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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的华阳镇陶寓村智
慧农业产业基地里，实验种植大棚内
绿意葱茏、一畦畦多彩缤纷和香甜滋
味谱写了盛夏的诗，升腾着乡村振兴
高质量发展新气象。

智慧农业
解锁乡村振兴“科技密码”

望江县皖水绿之源智慧农业产业
园（一期）项目位于望江县华阳镇陶寓
村，占地约507亩，规划建有1座综合
服务中心，4栋新式智能冬暖式四季育
苗温室，30栋智能全钢架日光温室，莲
藕池约80亩以及其他配套服务设施。
入夏后，黄瓜、西瓜、圣女果、辣椒类产
品已经开始陆续产出。

“手机里就可以随时了解大棚里

温湿度，随时进行调控，包括农作物的
长势、近期天气等信息，都可以实时监
测生长情况。”皖水绿之源智慧农业产
业园副总经理傅绍凯说。

近年来，望江县华阳镇依托优势
资源，通过优化合并田块、平整土地、
统一流转等措施，打造田块整齐、规模
连片、耕作条件良好的高标准农田，形
成万亩良田美景，也为智慧农业的运
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稻鳖共生”
走出特色产业发展新路径

为发展壮大产业，望江县华阳镇
积极探索多元化种养模式，稻田里养甲
鱼，就是继稻田养虾、稻田养鱼、稻田养
鸭之后的又一新模式。养在稻田里的

甲鱼，生长周期长，一般来说，12个月左
右长到1斤半重，便可根据市场行情择
机出售，因为品质好，深受消费者欢迎，
市场供不应求，目前甲鱼的价格每斤在
15元左右，预计产值可达150万元。

该基地年养殖甲鱼150万余只，年
产生效益约1000万元，每当甲鱼上市
黄金期，养殖基地用工多达几十人，每
人日均有六七百元收入。稻鳖种养产
业不但带动了村民就业，同时盘活了
闲置土地、提高了土地的产出效益，为
当地产业经济注入“新活力”。

农文旅融合
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

盛夏时节，在刚刚过去的龙虾收
获季里，望江县华阳镇天河社区七里

家庭农场的工人们每天凌晨4点就开
始在稻田里捕捞小龙虾。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
农旅融合逐渐成为乡村旅游和休闲农
业发展的新模式。华阳镇依托得天独
厚的资源优势，推广“稻虾轮作”新模
式，在充分尊重农业产业功能的基础
上，合理开发农业旅游资源，促进农旅
融合，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目前，家庭农场总面积200余亩，
主要经营项目有稻虾轮作、小龙虾垂
钓、大锅灶休闲体验以及共享菜园和
有机蔬菜采摘，“五一”小长假期间农
场日均游客量突破2000人。产业兴则
经济活，经济活则农民富，特色产业高
质量发展，带动旅游业、农业等齐头并
进，实现全镇综合经济实力稳步提升。

（通讯员 李平 伊婷）

农旅融合奏响“田园牧歌”

本报讯 近年来，桐城市大关镇
充分发挥产业、空间、资源、市场优势，
以发展绿色食品产业为核心，强化项
目建设，构建园区平台，推广应用新技
术，培育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提升蛋
鸭、水稻、油茶三大主导产业，促进镇
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大关镇持续开展粮食绿色高质高
效行动，建成7800余亩高标准农田，建
成双季稻机插示范区、再生稻机插示范
区各1个。同时在生产环节大力引进先
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采用智能化、自
动化生产线，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
质。目前，该镇有各类农业经营主体300

余家、农产品加工主体20家，以安徽诚
友蛋品有限公司为龙头的9家蛋品加
工企业，正引领蛋鸭产业绿色发展，目
前年产鲜蛋7000吨，年鸭蛋加工量超2
万吨；以安徽悦心食品有限公司为代表
的9家食品加工企业，已形成年产值超
亿元的大米和休闲食品加工产业集群；
以大成油茶种植合作社为主的油茶深
加工主体，年产茶油约400吨。大关镇
已成为长三角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

大关镇围绕有机绿色食品品牌培
育，加快打造“金字招牌”。该镇已完成

“三品一标”产地认定2500亩，认证有
机产品2个、绿色食品2个；引导企业通

过商标注册、质量管理、科技创新等手
段，创建和培育自主品牌。“大关水碗”
入选省级非遗项目、“大关茶干”入选县
级非遗项目，桐城老酒、诚友蛋品、劲牛
食品先后通过“食安安徽”品牌认证。

为进一步提升绿色食品产业水
平，大关镇以蛋鸭产业为主导产业，建
设三大产业园区，延伸产业发展链条。
年养4.8万只蛋鸭标准化笼养示范区
已建成运行；总投资3.7亿元的畜禽羽
绒产业园项目有序推进。年产3500吨、
产值1.3亿元的大关水碗预制菜生产园
一期项目投资1.5亿元，建成标准化厂
房1.6万平方米，配套水碗生产线3条。

此外，大关镇还通过产销创新、模
式创新，完善供需无缝对接。诚信蛋鸭
养殖专业合作社与北京华联、福建永
辉等多家超市实现战略合作，开展“农
超对接”，推行“公司+合作社+农户+协
会+基地”模式，实现产品产销与农户
增收有效衔接，带动周边农户100余户
增收致富。大力发展农村电商、直播带
货，推动“土特产”俏销大市场。去年，
大关镇麻山村牵头成立的农产品展销
直播中心，目前已揭牌运营，助农带
货、助农增收初见成效。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王瑾 丁仕琪）

做好“土特产”文章 念好“产业兴旺”经

近日，李女士下楼时一不小心踩
空摔了下来，造成膝盖皮肤受损，随即
采用碘伏消毒，让伤口自行愈合，但结
痂后走路时感到绷着疼。于是，李女士
来到安庆一一六医院伤口造口门诊采
用湿性愈合的方式处理伤口。事后李
女士说，处理完结痂处变湿润起来，非
常舒服，而且才一个星期，伤口已经好
的差不多了，不细看都看不出受伤的
痕迹。伤口湿性愈合理念已受到广泛
的认可，如果意外受伤，建议患者及时
到医院采用湿性伤口愈合的方法处理
伤口，伤口恢复快。

湿性愈合VS干性愈合
究竟什么是湿性愈合呢？湿性愈

合通常指的是护理时采用湿性愈合新
型敷料，营造伤口局部湿润的一个环
境，来促进肉芽的生长，便于皮肤细胞
的分裂，从而使伤口的完整愈合。生活
中很多人摔伤后更多的是采用干性愈
合的方式处理伤口。所谓干性愈合是
指受伤后采用自行愈合及贴创可贴、
消毒包扎等方式来处理。伤口这样处
理，虽然方便，但愈合环境较差，容易
结痂，造成伤口的疼痛，在更换敷料时

也容易损伤创口，且愈合速度慢而易
继发感染。因此，建议患者在摔伤后及
时到医院采取湿性愈合处理伤口。

湿性愈合具有哪些优势：
1.加速愈合：为伤口创造湿润的环

境，有利于细胞的增殖分化和移行，从
而促进伤口更快地愈合。在湿润环境
下，伤口处的成纤维细胞和内皮细胞生
长速度更快，促进肉芽组织形成和上皮
细胞的爬行，缩短伤口愈合的时间。

2.减少疼痛：保持伤口湿润，避免
了伤口与敷料的粘连，在更换敷料时
可以减少对新生肉芽组织的机械性损
伤，从而减轻患者的疼痛感受。

3.降低感染风险：湿性愈合环境有
利于保持局部微环境的稳定，渗出液
中的免疫细胞和活性物质，如溶菌酶、
抗体等，有助于抵抗细菌入侵和繁殖，
降低感染的发生概率。

4.维持适宜的温度和 pH值：伤口
处于湿性环境中，能维持局部温度接近
体温水平，为细胞生长和修复提供了适
宜的温度条件；同时，还能维持相对稳
定的pH值，有助于细胞发挥正常的生
理功能和代谢活动，促进伤口愈合。

5.减少瘢痕形成：湿性愈合能够使
伤口的愈合更加有序和平整，减少了
伤口愈合过程中的炎症反应和组织损
伤，从而降低了瘢痕形成的程度和面
积，使愈合后的伤口外观更加美观。

伤口结痂了，还能湿性愈合吗？
当然可以，可以采用以下的方式，

对已经结痂的伤口进行湿性愈合。
1.先清创，一般采用的是自溶性清

创法，促进痂皮的自我软化。选择湿的
无菌盐水纱布盖于伤口处，或选择透
明膜敷料或者是有油纱布，也可以采
用新型敷料，如水胶体敷料、清创胶
等，让伤口保持封闭湿润的环境，促进
自溶性清创。一般24小时内痂皮便会
软化。即使受伤时间较久，伤口较深，
也只需2-3天即可软化结痂。

2.采用无菌的棉签或者是棉球，将
软化的痂皮清洗干净，露出100%的红
色创面。

3.在伤口处贴新型的敷料，伤口愈
合前一般一周换一次，7-10天即可痊
愈。总而言之，需根据伤口损伤程度处
理伤情。

四、生活中的磕碰导致皮肤损伤

也是常有的事，损伤后，需根据伤势的
不同采用相应的处理方法。

1、无创面，无破皮，无肿包具体做
法：用冰袋或者是用毛巾包裹冰块外敷
患处，建议冰敷10-20分钟，期间需每隔
2-3分钟拿下来休息1分钟，以免冻伤。

2.无出血，但有淤血或者肿包具体做
法：建议用冰袋或者冷毛巾(24小时内)外
敷，防止肿块继续增大。至于家庭最常用
的红花油，需24小时之后才可使用。

3.破皮且出血具体方法:只是单纯
的渗血，建议消毒后用碘伏、百多邦
（选择一种即可）等性质温和的药膏清
洗或者预防伤口的感染，如果伤口深
且止血不住，那就需要用纱布或者创
口贴按住压患处，直到彻底止血为止。
浅表的小伤口可在清洗消毒后让其自
行愈合。稍大的伤口建议前往医院进
行湿性愈合，直接贴新型的敷料以减
轻疼痛，加快伤口的愈合。

（作者单位 安庆一一六医院）

不小心摔伤，等着结痂是对的吗？
汪洋

本报讯 7月24日，在望江县凉
泉乡泊湖村振兴圩堤坝背水面，泊湖
村党总支正组织人力、机械将3栋辅房
拆除，治理入堤獾子洞，确保河堤安全。

前期，泊湖村1号工棚防汛值班人
员在巡查时发现群众屋基下有2处獾
子洞，如果不及时处置，獾子洞穿透坝
身将有溃堤的风险。泊湖村十二组村
民组长陈五保在了解情况后，第一时
间前往群众家中，做通群众工作，在拆
除了3间辅房后，成功将险情排除。

入汛以来，凉泉乡 11个圩口全
面超警戒水位，部分村出现不同程
度险情和灾情。陈五保不仅是泊湖
村十二组村民组长，也是泊湖村第
四党支部书记。作为一名党员，他从
防汛开始就主动请缨，承担着1号棚
防汛人员的排班调度、所负责堤段

的巡堤查险、开沟清障等工作，每天
早上五六点钟就赶到振兴圩1号工
棚，工作直至深夜才离开。

“村民组长是大家选出来的，就
是为了村民做事，我只是做了应该
做的事，我们整个屋场都出力，一定
能够保证圩口安全度汛。”陈五保一
边说着，手里的铁锹一下没停。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全村上
下一心，党员干部带头，广大群众积
极参与，自觉自愿投入到抢险、巡查
防险中，只要我们巡堤认真仔细，措
施落实到位，终将取得防汛最后的胜
利。”泊湖村党总支书记赵小红说道。

目前，泊湖流域水位仍处于警戒
水位以上，凉泉乡将继续加大巡堤查
险力度，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确保
圩口安全度汛。（通讯员 李国栋）

望江：村民自发参与防汛
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本报讯 目前，水稻进入田间管
护关键时期。连日来，桐城市双港镇
种粮大户们抢抓农时，开展稻田各类
管护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为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打好基础。

7月28日，在该镇高标准农田示
范区高赛圩，种粮大户高小鹏正带领
几名工人操作无人机对水稻进行飞防
作业，伴随着无人机叶片飞快地转动，
满负荷载重的无人机正在按照计划路
线进行病虫害防治。“这段时间，主要
是施肥、除草和查看水稻长势，检查有
没有病虫害，发现问题我们要及时解
决。”满身黝黑的高小鹏介绍说。

庄稼好不好，三分种，七分管。
同样，在种粮大户汪林安的稻田里，
请来的十多名农事“钟点工”正在田
间拔除杂草、间苗补棵，每个环节都
做到一丝不苟。

今年双港镇虽经暴雨侵袭，但
水稻种植满栽满种，每个种植阶段
都有镇里的农业技术员到田间地头
指导稻农种植和开展管护，为广大
农户送去天气情报，讲解病虫防治
技术、传授管理要点，为水稻种植

“把脉问诊”，确保水稻健康生长。
近年来，双港镇高度重视粮食

安全生产，通过严格落实惠农政策、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提升耕
地质量、加大农村撂荒地整治和优
化水稻种植模式等举措，稳定水稻
种植面积，并推广水稻侧深施肥农
药减量增效、加强安全质量监管促
进水稻种植绿色发展，多措并举提
升粮食供给保障能力，为乡村振兴
奠定坚实基础。

（通讯员 潘强国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桐城：
田园风光好 水稻管护忙

本报讯 近日，为倡导文明新
风，进一步巩固移风易俗成果，怀宁
县凉亭乡多部门联合发出倡议，拒
绝“升学宴”“谢师宴”，得到了广大
群众的响应与支持。

随着高考、中考录取工作的陆续
展开，以往每逢这个时期，各类“升学
宴”“谢师宴”便开始升温。然而，大操大
办的“升学宴”“谢师宴”不仅容易造成
铺张浪费，给许多家庭带来经济负担，
还容易滋生攀比、奢靡等不良风气。

为了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念，凉亭乡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等相关部门积极行动，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宣传动员。
线上，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朋
友圈等平台发布倡议书，倡导广大
学子以简朴、节俭、文明的方式表达
感恩之情，如通过一张贺卡、一条短

信、一次探望等方式回报师恩；线
下，组织志愿者深入社区、学校、酒
店等地发放宣传资料，向群众讲解
举办“升学宴”“谢师宴”的弊端以及
倡导文明新风的重要意义。

此外，凉亭乡初级中学也积极
响应号召，组织召开专题班会，教育
引导学生自觉抵制“升学宴”“谢师
宴”，鼓励学生以更加积极健康的方
式庆祝升学和感谢师恩。同时，教师
们纷纷承诺，严守师德规范，拒绝参
加任何形式的“升学宴”“谢师宴”，
为树立良好的师风师德典范贡献力
量。“学生的成长和进步是对老师最
好的回报，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不需要通过‘谢师宴’来体现师
生情谊。”该校一位老师也说道。

（全 媒 体 记 者 付 玉 通 讯
员 陈丽媛）

怀宁：
拒绝“升学宴”引领新风尚

7 月 26 日，怀宁县小市镇平坦社
区河长在查看当家塘水质。

怀宁县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
念，用实际行动守护好碧水蓝天，县
域河流水系持续变好，“河畅、水清、
堤固、岸绿、景美”的美丽蓝图正一
步步成为现实。

通讯员 檀志扬 张瑞 摄

守护碧水蓝天

近年来，望江县华阳镇依托地域特色资源优势，积极探索推广“农业+”综合种养模式和“农文

旅融合”发展新业态，奏响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兴农主旋律，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支撑。

持续高温火热天气，正是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高发时段。为给居
民提供全面、连续、及时和个性化医疗保健服务，望江县雷阳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走进企业运用健康一体机为工人义诊、体检并开展
中医药健康指导与宣传。

7月中旬以来，雷阳社区中心已组建13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小组，对所
属服务辖区包片采取提前预约，集中咨询、义诊和一对一健康服务相结合的
灵活模式，落实签约服务。 通讯员 陈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