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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麒麟是一名从事临床工作20余
年的老党员，出生于三代行医的医学世
家。自幼，父母为患者解除病痛、默默
奉献的身影激发了王麒麟对医学的热
爱，也让医者仁心的理念扎根。2001
年，王麒麟踏上从医之路，先后在岳西
县头陀、来榜、五河、菖蒲、温泉等五个
乡镇卫生院留下足迹。如今他已经是
岳西县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凭借着
卓越的医术和至善的服务，赢得大家的
一致称赞，成为同事们学习的楷模、患
者心中的暖阳。如今48岁的王麒麟，
对医疗事业的热情与信念依然如初。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
提高，个人健康管理需求也越来越高。
岳西县医院建设了标准化的体检中心，
组织安排综合业务能力强的王麒麟来
负责中心全面工作。面对新的工作岗
位，王麒麟把提升专业技能放在首位，
他认真研学常规体检项目操作规范，积
极组织科室人员学习各省市前沿体检
技术成果，不断优化体检流程。他凭借

扎实的医学知识和敏锐的判断力，为受
检者提供及时有效的健康指引。对高危
异常结果体检者，他迅速安排绿色通道
住院治疗，广受赞誉。闲时，他一直坚持
阅读专业书籍，不断充实提升自己。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他牢记初心使
命，他认为既然选择从医的道路，就要
有奉献精神，要有爱心、仁心。在乡镇
医院工作期间，遇到孤寡老人、贫困家
庭病人等弱势群体，王麒麟会更加关
心，从不怕“麻烦”。在温泉中心卫生院
工作时帮助一位年老病人的故事，至今
还受当地老百姓夸赞，在2015年3月里
的一天，诊室来了位七十岁左右老奶
奶，用板车拉着她的老伴来看病。王麒
麟见状立即背起老人进入诊室，经简单
询问得知这位病人，在家“发热、咽痛、
肢体痛 2 天，一天都未进食”测体温
39.8℃，呼吸音粗，行动不便等，初步考
虑“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通过进一步
了解得知老人家庭情况特殊，老奶奶耳
朵有点聋，媳妇是哑巴，唯一劳力儿子

在外打工，老两口身上仅有一百元钱。
旁边候诊患者都劝说，“干脆打120到
县医院住院治疗算了”。王麒麟坚决地
要先治病救人，经过半天的治疗，老
人体温终于正常了，也不冷了，身上
痛也好些，肚子也知道饿了。他这才
放心地下班回家，可他还没到家突然
天下起大雨，他想起两个老人来时情
形，现在是发烧刚退，如果淋雨回家，
有可能会诱发肺炎。容不得细想，他
即刻转回医院，刚到医院大门口看见
两位老人正因为下雨无法回家，王麒
麟见状让两位老人上自己的车送他
们回家。因为路况不好，车子无法到
达老人家门口，他便再次背起老人，
在泥泞的小路上，一步步艰难前行至
将老人安全送到家。两位老人对王
麒麟一再表示感谢。

王麒麟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
理念。他在管理上实行弹性排班，调休
保障周末在岗，同时提供营养早餐等温
馨服务；对患者病情分类，安排不同医

生电话回访；对棘手病症，他主动帮
患者联系上级医院、邀请专家会诊。
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制作防癌科普视
频，并经常上门科普知识，助力疾病
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真正做到

“检前便捷，检中周到，检后暖心”。
面对受检者，他微笑耐心解答疑问，
舒缓紧张情绪。对无家人陪同的年老
体弱受检者，他如家人般，常常下班后
开车护送取药并送回家。

王麒麟坚信，一个笑脸、一个眼神、
一句暖语、一个搀扶、一次回访，皆是良
药。工作20多年以来，他以此赢得和
谐医患关系和患者信赖。从医以来8
次获得卫生系统县级“先进个人”，还获
得县级“优秀共产党员”“服务标兵”荣
誉称号。

谈到未来，王麒麟表示将会把健康
体检与慢性病管理结合起来，创建慢性
药房，同时融合岳西大健康、大旅游，与
旅行社联合推进医养结合，为康养岳西
建设作出贡献。通讯员 余飞 吴淑静

“一个笑脸、一句暖语、一次回访皆是良药”

平凡中诠释医者仁心

本报讯 发源于岳西县石关
乡灶门尖的鹭鸶河，流经毛尖山
乡，汇入皖水，属长江流域皖河水
系皖水支流，全长近10公里。近年
来，随着城区人口迅速增长，年用
水量大大增加，鹭鸶河成了岳西县
城的重要水源地。自2016年起，岳
西县以“水清、河畅、景美”为治理
目标，坚持“治”“管”相结合，大力
推进鹭鸶河流域综合治理。

岳西县采取工程措施，通过
开展村落污水收集处理、农田面
源污染控制、水土流失防治、河道
生态整治、河岸缓冲带建设、村落
垃圾污染控制、沿河污染源整治
等七大工程，建设河道生态护岸
7618米、人工湿地18个，日处理农
田低污染水2775立方米。

岳西县以河湖长制为抓手，在
建立健全河湖长责任体系的基础
上，坚持水岸同治，加强日常管护。
岳西县使用无人机进行全方位、无
死角的常态化河道巡查，实现源头
管控，便于及时发现、处置问题。

如今，环境美了，水经济产业
也得到深层激活。石关乡依靠种

植茭白等纯天然高山蔬菜，每年
产值接近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2万元以上。马畈村创新
试点“一宅两院”特色民宿，自去
年开业以来实现综合营业收入40
万元，出租农房的农户通过房租
和分红，户均增收超3万元。

鹭鸶河蝶变引发的乡村振兴
是岳西县推进河湖综合治理的一
个缩影。数据显示，2023年岳西
县国控断面和水源地优良水体比
例均达100%，持续保持在安徽省
前列。

岳西县水利局局长王潜林
深有感触地说，近年来，岳西县
河湖面貌不断改善，水生态环境
持续向好，正是全县上下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
展理念、全面推进流域综合治
理、全力管好河护好湖的结果。

“空气清新，推窗见景，既可
以在河边跑步锻炼，也能在田间
小道散步消食，这感觉真不错。”
来自湖北的游客张月金为岳西
良好的生态环境点赞。

（通讯员 刘纯银 赵敬）

美丽河湖释放“绿色红利”

10月13日，岳西县响肠镇千佛塔村
村民利用丰收后的空闲田种植高山白
菜。近年来，响肠镇充分利用高山地区
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发展种植
高山白菜，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还促
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通讯员 谢恩慧 摄

闲置土地不“闲”

本报讯 日前，岳西县图书
馆向城东社区万和府小区捐赠图
书535册，让缕缕书香沁润社区每
个角落。

此次捐赠的图书内容广泛，涵
盖了文学类、少儿类、历史政治类
三大领域，从一定程度上满足居民
不同年龄层次和群体的阅读需求。

近年来，岳西县图书馆积极开

展“书香九进”活动，以实际行动积
极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此次图书捐赠活动作为“江淮读书
月”活动内容之一，旨在将“十五分
钟阅读圈”和“皖美红色物业”相结
合，共同打造充满书香气息、和谐
美好的社区，让城区居民不出小区
即可获取图书资源，尽享阅读的便
利。（通讯员 储翔 李惜美）

书香溢满左邻右舍

本报讯 连日来，岳西县多地冬
桃种植基地喜获丰收，不仅为市场带
来了丰富的果品选择，也为当地果农
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在毛尖山乡红旗村冬桃种植基
地，近百亩的冬桃郁郁葱葱，挂满了
沉甸甸的果实。这些冬桃饱满圆润，
色泽诱人，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果
香，让人沉醉。村民们忙碌地穿梭在
果园中，采摘、分拣、装箱，一派繁忙
而喜悦的景象。冬桃的丰收，不仅为
当地果农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还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品尝，促进
了乡村旅游的发展。果园内，游客们
手提篮子，穿梭于桃树之间，享受着
亲手采摘的乐趣。

“今天天气很好，我就想着和朋

友一起到这个冬桃园采摘一些冬桃给
小孩吃，每年我都来采摘，这里的桃子
比较脆、比较甜，我们小孩还有朋友家
人都比较爱吃。”游客吴婉如说。

红旗村通过引进优良品种、加强技
术管理等措施，不断提升冬桃的品质和
产量，为当地农业产业化和乡村振兴做
出了积极贡献。

“我们村水资源丰富，是县城的饮
用水源地，平均海拔600米。光照充足、
温度适宜，这就让我们种出的冬桃从品
质、口感等方面不同于其他地方。我们
现有冬桃近百亩，目前已进入采摘期，
预计今年挂果4万斤，能够为村集体经
济带来20万元的增收。”毛尖山乡红旗
村党支部书记刘楠说道。

（通讯员 储翔 曾舰）

毛尖山乡：

冬桃挂满枝 甜透果农心

本报讯 近日，“安徽香榧之
乡”岳西县五河镇康馨祥响山香榧
基地迎来集中采摘期。在香榧基
地，工人们正抢抓有利天气，抓紧
采摘青果，搬运、装箱、称重、剥皮
……所有工序都在有条不紊进行。

“以前，这一片山场全是茅草
山，森林防灭火压力很大，通过种
植香榧，不仅能遏制茅草生长，改
善当地生态环境，还能带动村集体
和群众‘双增收’！”响山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刘王龙说。据刘王
龙介绍，响山香榧基地共流转山场
共3000余亩，完成栽植超2000亩。

“由于响山村香榧基地土壤透

气性好，山场地形利于排水，且香榧
抗旱、抗寒能力强，因此十分适宜种
植香榧，收成也较为稳定。今年挂
果将超500亩，初步预计产出青果2
万斤，收益将达20万元，可带动周
边群众户均增收3万余元。”响山村
香榧基地负责人刘江兴介绍。

五河镇是全省最大的香榧主
产区之一，全镇现已流转茅草山3
万余亩发展香榧，完成栽植近2万
亩，近两年香榧基地陆续挂果，并
迎来采摘。香榧产业将成为该镇
主导特色产业和“金字招牌”，也是
村集体和群众增收的“黄金产
业”。 （通讯员 王锋 王小迪）

五河镇：

“坚果之王”迎丰收

本报讯 在岳西县店前镇，有这
样一位森林的守护者，始终坚守在巡
山护林的第一线，以坚定的信念和无
私的奉献，保卫着森林资源的安全，他
就是店前镇中心村生态护林员——齐
正旺。

中心村是司空山景区的北大门，这
里山场面积广阔，森林防火责任重大。
多年来，齐正旺始终坚守在巡山护林第
一线，甘当一名无私奉献的森林卫士，
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护林员的风采。

多年来，齐正旺先后参与了十余起
山林灭火工作。每一次火灾都是一场
严峻的考验，而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冲在
最前面。当熊熊烈火肆虐时，他毫不畏
惧，和队员团结协作，科学扑救，每次都
能出色地完成灭火任务。2019 年 10

月，在支援邻近乡镇森林灭火工作中，
身为队长的他冲在扑火最前线，与其他
人员一道赶赴现场参与扑救，山火熊熊
燃烧，浓烟滚滚，热浪逼人，齐正旺以身
作则，奋勇当先。没有丝毫退缩。他带
领队员们奋力扑救，与火魔展开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较量。凭借着丰富的经验
和顽强的斗志，经过 3 个多小时的艰
苦奋战，火势终于得到了控制。然而，
为了防止山场内余火复燃，他顾不上
脸上手上多处被荆棘划伤，留下来和
当地护林人员坚守现场，他仔细地巡
查每一个角落，不放过任何一丝隐
患。直到隐患全部消除，他才拖着疲
惫的身躯离开。2020年 11月，齐正旺
被安徽省林业局评为“安徽省最美生
态护林员”。这份荣誉，是对他多年来

辛勤付出的最好肯定。他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诠释了一名护林员的责任与
担当，为保护森林资源做出了重要
贡献。

除了做好护林防火工作，无论是抗
洪抢险、转移群众，还是公益活动，齐正
旺始终冲锋在前、乐于奉献。2020年
春节期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齐正旺积极参加村里组织的返乡及
外来人员排查、疫情防控宣传工作，坚
守卡哨值班，带头捐资、捐物，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作出了积极贡献。2022
年夏天，他个人出资5000多元，向徐良
中心小学捐赠图书400本，不仅丰富了
学校阅览室藏书，充分体现了对孩子们
的关心关爱，深受师生们欢迎。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齐正旺的身

影。今年夏季，中心村因连续强降雨导
致山洪暴发，灾情严重，在防汛抗洪期
间，他积极协助村“两委”值班值守。多
次冒着大雨挖堰沟、清沟排水，帮助转
移五保户20多人次。有一次，村内公
厕的下水道被堵，面对这样的脏活，齐
正旺撸起袖子，不顾臭气熏天、蚊虫叮
咬，干了1个多小时，堵塞的下水道终
于被他掏开。

在中心村袁屋社区，齐正旺还是一
名义务“调解员”，村民们之间发生矛盾
纠纷，他义务做思想工作。5年来，他
成功化解矛盾 10多起。2017年以来，
他先后被安庆市、岳西县和店前镇各
级党组织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迅员
王云志 叶志明）

齐正旺：

做好守山的“山大王”

本报讯 当前，正值秋收秋割
农忙季节，为进一步增强广大村民
的交通安全意识，有效预防和减少
秋收秋割农忙季节农村道路交通
事故的发生，岳西县公安局交通管
理大队积极组织警力广泛深入到
辖区乡村，大力开展秋收农忙季节
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提示活动，从源
头上为农村地区群众筑牢道路交
通安全第一道防线。

活动中，民警们深入田间地
头，将交通安全宣传资料发到秋
收村民手中，“面对面”地向老百
姓讲解酒后驾驶、无证驾驶、骑乘

不戴头盔、三轮车违法载人等交
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提醒农民
朋友在享受丰收喜悦的同时勿忘
交通安全。

“当前农忙的时候，感谢交警
不辞劳苦地到田间地头来为我们
宣传交通安全。”温泉镇汤池村村
民程谦云说道。

“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按照大
队的安排，我们加强路面巡逻防
控，同时深入田间地头，进行交通
安全宣传，确保农户安全出行。”岳
西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四中队执勤
交警王亮亮说道。（通讯员 储翔）

田间地头奏响“交通安全曲”

本报讯 近日，岳西县中关镇
沙村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全面启
动了今年秋种油菜工作，田间地头
一派繁忙景象。

为确保油菜种植工作顺利进
行，村“两委”提前进行了周密的规
划和部署。村干部们深入田间地
头，与村民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他
们的种植意愿和困难，并及时为他
们提供技术指导和帮助。同时，村

“两委”还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为村

民们免费发放了优质的油菜种子和
化肥，降低了他们的种植成本。在
秋种现场，一些现代化的农业机械
也加入到播种的队伍中，提高了播
种效率。

沙村村今年计划种植油菜100
余亩，通过集中育苗和分散种植相
结合的方式，全力抓好油菜种植工
作。村“两委”还表示，后续将继续
加强田间管理，做好病虫害防治等工
作，确保油菜丰收。（通讯员 刘洋）

中关镇：

秋种正当时 油菜种植忙

本报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
下，岳西县积极探索特色产业发展之
路，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其中，
灵芝种植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带动群
众致富的新亮点。

灵芝种植不仅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保
护，还能为农民提供稳定的经济收入，是
实现绿色发展与农民增收双赢的选择。
在岳西县来榜镇马元村，该村村民蒋观
宝已种植灵芝多年，目前他的灵芝种植
基地已进入丰收期，吸引了不少当地群
众在基地务工。村民王玉花已经在基地
干了有三四天了，这份工作对她来说更
像是一份兼职。

“这在帮蒋老板的灵芝基地做事，
一年长期在他家做的话，长工做得多的
话一年有一万多块钱，家里有事我们就

在家里，家里没有事我就到他家来做
事。”马元村村民王玉花说道。

“今年种了灵芝有十万袋，15亩左
右，这目前进入了采收期，需要约100个
人工，人工工资大约在12000元，今年总
产值大约在30万元。”马元村灵芝基地
负责人蒋观宝说。

灵芝种植作为一项特色产业，在推
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通过发展灵芝种植，农民的
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生活水平得到改
善。同时，灵芝种植还促进了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推动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近年来，来榜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其
中茶叶、蚕桑、高山蔬菜、中药材、水果
等产业经济产值达到1.5亿元。

（通讯员 储翔）

来榜镇：

种植灵芝拓宽致富“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