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8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
透薄雾，洒向潜山市水吼镇高峰村冲
里二组的田埂时，王海林又一次特意
从古樟树边经过。在村里，他是负责
林业方面的村“两委”干部；在这
里，他又是专门负责这棵被当地人称
为“樟树王”的古树的护林员。

站在14米高的巨树擎起600平方
米的绿穹下，很容易在胸围740厘米
的树干上找到雷击留下的青铜色疤
痕和炮弹留下的弹孔。这些岁月的痕
迹，仿佛在诉说着一棵树坚守550年
是怎样的不易。

雷击好理解，弹孔又是怎么回事
呢？“树干靠北处断枝孔洞，是国民党
炮弹炸出来的！当时，我们新四军伤
员就在附近养伤。”王海林说，古樟对
面有白脸石、斋巴石，屋沿石及斜对面
下侧有老虎石、上侧有雷打石，五石
相连环抱古樟，更显“樟树王”地位
显赫，展现王者风范。“新四军一支

队伍曾在斋巴石洞内举行过会议，新
四军伤员还在雷打石疗伤数月。”

在高峰村冲里二组，几乎每个人
都知道当地村民余双枝、王圣功夫妇
拥军故事：余双枝坚持为新四军伤员
送饭，王圣功则邀别村村民王学文一
起护送伤愈新四军战士归队。作为

“活着的文物”，“樟树王”正是见证者。
在潜山，还有很多像它一样的见

证者。
潜山市五庙乡新建村王家大屋自

然村的古银杏树，见证了1930年由中
共潜山县委书记王效亭领导的中国工
农红军三十四师在五庙组建了“红军
第二团”，以及乘五庙大王会之机发
动了“八斗起义”。

潜山市黄泥镇文昌村产家老屋自
然村的古枫香树，见证了清咸丰八年
（1858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命清军协
领多隆阿，由宿松向潜山境内的太平
军发起攻击时，太平军与清军的激战。

……
这些“绿色史书”，如今正接受

着现代科技与制度保障的双重守护。
在潜山，每一棵古树名木都有

“一树一档”和“一树一策”，详细记
录着树木情况和保护方案。

“2024年，潜山市高质高效完成
新一轮的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共登记
古树837株，其中新增登记古树588
株；对 68 株古树名木进行保护修
复，任务完成率 170%；对已在册登
记的 252 株古树名木始终坚持专业
化、科学化、制度化保护管理，建
立保护档案，编制保护方案，开展
保护修复。”潜山市林业局绿化办主
任朱显东介绍，该市还创新古树风

险保障工作机制，与国元农业保险
潜山支公司签订古树名木保险合
同，开创古树名木保护新办法和新
模式。“保险期间发生倾倒、倾斜、
蛀干 （蛀枝）、枯萎以及主干分枝折
损等情况，导致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
产损失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
负责赔偿，确保把古树灾害损失降到
最小限度。”

与此同时，“广大群众也积极参
与到古树保护行动中来，不仅自发监
督对破坏古树的行为，还会及时向护
树员或林业部门反映古树遭遇的突发
情况。”朱显东说。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张韩林 潘艺

252株古树名木有了保护档案

潜山：双重守护“绿色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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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风拂面而来，麦田绿
意盎然。3月1日，在望江县凉泉乡壬
辰占村的麦田上空，一台台无人机正
来回穿梭，为冬小麦进行追肥作业。
农民们忙碌的身影与现代化农机设备
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现代农业发展
的壮丽画卷。

“今年我承包了300亩小麦田，从
播种到施肥、施药，全部采用了无人
机作业。”壬辰占村种植大户周松平
站在田埂上，指着正在作业的无人机
说道，“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冬小麦的

追肥作业。现在有了无人机帮忙，不
仅节省了时间和人力成本，还能够更
好地满足小麦生长的需求。”

周松平介绍，这种现代化的农业
生产方式让他对今年的小麦丰收充满
信心。过去人工施肥需要大量劳动
力，成本高且效率低。自从采用无人
机施肥作业，效率提高了至少20倍，
无人机每小时可以完成50亩小麦的施
肥任务。

在田间忙碌的不只是种植大户周
松平，还有来自凉泉乡的农技专家华

柏根一行。土地里华柏根带着专业的
测量工具，认真记录着每一块麦田的
数据。通过实地查看和数据分析，针
对不同地块的小麦长势，提出了具体
的施肥、灌溉和病虫害防治建议，确
保小麦能够顺利生长，为今年的好收
成打下坚实基础。

“目前地里的小麦正处于返青拔
节期，这是肥水管理的关键时期。”
华柏根一边查看麦苗一边说道，“建
议种植户根据天气变化和小麦苗情适
时进行追肥，并做好清沟排水工作。

此外，还要密切关注麦蚜、纹枯病等
病虫害的发生情况，及时采取防治措
施，确保小麦稳产丰收。”

近年来，凉泉乡积极推广农业科
技应用，通过政策扶持、技术培训等
方式鼓励农民采用现代化农业生产方
式。无人机作业、智能灌溉系统等新
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
率，也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
据统计，凉泉乡今年共种植冬小麦
19000亩，预计亩产可达800斤。
（通讯员 姚文涛 全媒体 许娟）

春风拂面麦苗绿 科技助力促丰产

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学当中的精神
病学也在不断进步，治疗精神疾病的方
法更多样化，效果也更好。随着当前新
型抗精神病药的广泛使用，一些“难以
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有了治愈的希望。
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以药物为主，再辅以
心理治疗的方式，使患者能够重返社
会。当然，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
家庭护理也是患者康复的重要组成。
那么，家属如何正确护理精神分裂症患
者？本文为您简单科普。

日常护理 家属平时要注意患者的
饮食、睡眠等方面的情况，给予必要的支
持和帮助。

卫生护理 家属应当鼓励和帮助
患者做好个人卫生工作，但不要事事
干预，可以适当指导患者做一些日常
简单的事，让其尽量自己动手，如，洗
漱、扫地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饮食护理 家属应当让患者按时
按量进食，并保证其食物的营养丰富、
热量充足。既要避免患者吃得过少，
也要不要让其吃过量，这是因为某些
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会使患者的食
欲增强，造成贪食现象，家属绝不能因
为心疼而让其吃过量，对肠胃等造成
负担。对于年岁大身体弱的患者，应
保证食物保持适当的硬度。

规律作息 应当给患者创造一个
安静、舒适、干净的睡眠环境，避免强
光照射和刺耳噪声。合理安排患者的
休息时间，让其形成规律的作息，早睡
早起，每天保持 8 到 10 个小时的睡
眠。长期规律的生活作息对患者病情
稳定及康复至关重要。如果家属发现
患者存在整夜睡不着觉的情况，就要
及时带患者去医院就诊。

居住环境 患者的房间布置应安
全、宁静，简单，对于病情稳定且没有
攻击性的患者，最好与家人共同生活，
不要让其单独居住，也不要给房间上
锁，不然让患者单独居住或上锁都可
能增加患者的心理压力，容易引起患
者的怀疑。

药物管理 家属要注意保管好患
者的药物，并严格按照医生的要求让其
按时服药，如果患者的情况有好转，也仍
然需要继续坚持药物治疗。此外，家属
还要防止患者出现拒服药物，多用药物
和少用药物的情况发生。家属一定要做
好患者用药和服药护理工作，严格遵从
医生的嘱咐，让患者按时按量服药。

社会功能照护 家属应当完全接
纳患者，不要歧视。患者在发病过程
中是没有自我认知能力，在幻觉和妄
想的影响下，会做出一些在普通人看

来非常荒谬的事情，甚至会对自己和
他人造成伤害。作为家属，一定要客
观看待问题，不要一味指责患者，也不
要打骂，这只会让矛盾更加激化，使患
者更加自卑。在患者出现精神症状的
时候，家属可以及时寻求专业人员的
帮助，使患者的病情得到有效地控制。

以陪伴、支持的方式给患者温暖
和关爱。大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比
较敏感，多疑，自我评价较低，作为家
庭成员，要对患者开诚布公，多关心和
支持。此外，家属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让患者多参加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劳
动，或者是做一些简单的劳动，这样才
能让患者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让患者
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家属要多鼓励、安慰患者，让患
者全面了解自己的病情。精神分裂症
患者在人格发生改变后，面临着适应社
会困难的问题，患者可能会因发病时的
行为而产生羞耻感，认为自己因病拖累
家人，进而出现抑郁情况。家属应当做
好患者的心理疏导工作，让患者知晓病
情并非自己所能控制，发病时的行为也
非本人意志所为。家属并给予患者充
分的理解，了解其个性缺陷，并对其进
行分析，并加以消除，让患者感受到家
的温馨，陪伴患者与疾病抗争。对于患

者存在退缩性和依赖性情况，家属要鼓
励他们自己做决定，对他们的生活和工
作中的每一项成就及时给予肯定，建立
他们的自信心。

家属还应随时预防疾病复发的准
备。精神分裂症的复发率非常高，患
者除了要每日坚持用药之外，还需要
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和良好的应变能
力。家属或患者自己应该能够早期发
现疾病的复发征兆，若情绪波动大，长
期睡不着觉，生活邋遢，不爱搭理人，
不肯吃药等，就要及时就医。

总之，精神分裂症患者既是患病个
体，又是社会急需关注的弱势群体。他
们每天都在顽强地与疾病抗争，在认知、
情绪和行为方面都处于紊乱状态，虽然
在疾病期间的行为可能令人费解，但是
在经过正规治疗后，还是可以回到学校
生活，或者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在日常
生活中，不要歧视他们，而是要用平等、
理解和包容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给予足
够的尊重和关心，使其能够有勇气在社
会温暖的怀抱里与病魔作斗争。

（安庆市第六人民医院 张 伟）

如何正确护理精神分裂症患者？

本报讯 3月3日，桐城市大关
镇台庄村广袤田野间，村民们正抢
栽被誉为“绿色银行”的薄壳山核
桃，一株株挺拔的苗木不仅妆点着
美丽乡村，更孕育着振兴新希望。

台庄村“两委”早在去年冬季
便启动“摇钱树”工程。村“两
委”工作人员带着政策进农家，揣
着案例访地头，通过“算好生态
账、经济账、长远账”的恳谈方
式，将专业术语转化为家常话。村
民们在充分了解薄壳山核桃“五年
成林、八年丰产”的生长特性后，
自发整理出宅院隙地、沟渠边坡等
35处零散地块，创新采用“点状供
地、立体种植”模式，让每寸土地
都释放出生态与经济双重价值。

三月春风里，千株苗木在机械
化作业中精准落地。台庄村党总支

书记陈小兵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
员，调度挖掘机挖出标准树坑，带领
志愿者组成“传苗流水线”，村民们
按照编号领取专属苗木。铁锹与泥
土碰撞的节奏中，专业施工队指导
农户把握“三埋两踩一提苗”技术要
领，确保株距行距横竖成线。

春催千枝发，植绿万家兴。如
今，6270株油茶与1285株薄壳山核
桃已在村道旁、庭院间错落成景。

“这些树苗就是会呼吸的存折。”
望着门前抽芽的新绿，村民王德
发笑眼盈盈。台庄村用“四旁经
济”的创新实践，走出了一条

“绿叶子”变“金票子”的生态富
民之路，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正在
阡陌间渐次舒展。

（通讯员 孙尔梅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桐城：
“四旁土地”变身“绿色银行”

本报讯 太湖县切实做好2025
年度乡村振兴财政衔接资金支持茶
产业高质量发展，围绕“三茶统
筹”高标准落实项目，推动茶产业
发展起好步、开好局。

新春伊始，安徽徽泓乡村发展
有限公司就开始紧张忙碌起来，公
司建设的茶叶精制加工厂的生产
线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抓紧
调试安装，茶空间正在加紧落实
建设方案、装修风格。为赶在春
季茶叶上市前投入使用，相关组
织和管理部门倒排工期，层层压
实责任，定期跟进督导茶叶交易
市场、品茶休闲空间、茶叶精制
加工厂施工进展。督导过程中发
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项目内
容、工作措施、补助政策落实到

位，实施效果得以保障。
太湖县现有茶园 14.1 万亩，年

产干茶6030吨，产值6.61亿元，但
存在着单产不高，品牌不响、龙头
不强、效益不高等不足。为补短
板，今年太湖县将投入茶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 1925 万元促进“茶文
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发
展。其中 475 万元用于支持高山
茶园水肥一体化建设、茶文旅融
合、县域茶叶公用品牌建设和宣
传推介以及支持茶艺师、制茶
师、茶叶新媒体营销培训；1450
万元用于支持茶叶市场建设、茶
空间建设、茶叶精制加工厂建设
以及茶文化广场建设。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李晓华）

太湖：
谋早谋实 锚定“三茶”统筹发展

本报讯 初春时节，万物复
苏。怀宁县凉亭乡磨山村的蔬菜大
棚里，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村民
们正忙着采摘新鲜的辣椒、花菜等
蔬菜，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以前种地靠天吃饭，现在有
了大棚，一年四季都能种菜，收入
比以前多了不少呢！”正在采摘辣
椒的村民高兴地说。

近年来，磨山村“两委”班子
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号召，
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大棚
蔬菜种植产业。

村“两委”干部在工作之余化
身“销售员”，先后到高河九华
桥、独秀公园等地进行销售，“我
们种的辣椒品质好，即摘即卖，非

常新鲜，顾客都非常喜欢。”磨山
村“两委”成员孙云自豪地说。

磨山村党支部书记何申雷介绍，
村里流转土地，建设联合党委大棚15
亩，高标准蔬菜连体大棚12亩，种植
辣椒、圣女果、莴笋、西兰花等优质蔬
菜品种。合作社统一提供种苗、技术
指导和销售服务，带动12户村民参与
种植，户均年增收14400余元。

“我们村的蔬菜品质好，销路
很畅。”何申雷说，今年，村里计
划扩大种植规模，引进新品种，打
造绿色有机蔬菜品牌，还打算通过
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进一步增
加村集体和村民收入。

（通 讯 员 王 颖 全 媒 体 记
者 许娟）

怀宁：
“蔬”写一棚春色“椒”筑富裕新路

本报讯 3月 4日，在第62个
学雷锋日到来之际，望江县华阳镇
党委、镇政府组织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团委、妇联、社会事务办、
综合行政执法队、卫健办，联合华
阳卫生院开展“传承优良传统，弘
扬雷锋精神”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华阳卫生院医护人
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老人们讲
解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以
及养生保健知识。考虑到天气变
化大，还特别提醒老人们注意适
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在义诊
环节，医护人员为老人免费测量
血压、血糖，用实际行动为老人的
健康保驾护航。

志愿者们深入到老年人居住的

房屋，仔细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
作。重点检查了电线电路是否老
化、燃气管道是否泄漏、消防设施
是否完好等。同时还开展了防诈骗
安全知识培训活动、禁毒宣传等内
容丰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在提供各项服务的同时，也吸
引和鼓励群众广泛参与文明实践。

“前几天热得穿单衣，今天又得裹
棉袄，但看到这么多孩子来陪我
们，心里热乎乎的！”王奶奶握着
志愿者的手感慨道。

华阳镇将持续开展更多志愿服
务项目，让学雷锋行动成为常态，
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全 媒 体 记 者 付 玉 通 讯
员 钱睿）

望江：
雷锋精神永传承 志愿服务润人心

2月27日，在怀宁县高河镇太极
村便民服务中心，村干向村民宣传
家门口企业招工情况。

为更好地服务群众，想群众所
想、急群众所急，高河镇 24 个村
（社区） 推行“沉浸式”服务，将服
务群众做到零距离，提升老百姓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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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村民零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