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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18日，在怀宁县凉亭
乡安庆市徽富防火材料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内，一套自动化的生产设备正在
运作。终端的传送装置上，一条条红
色“泥块”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三
四个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地进行切割
和打包作业。这些“泥块”是一种性能
卓越的防火堵料，广泛应用于大型场
馆、高压电柜等领域。去年，徽富公司
凭借这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拳头产
品实现产值7000万元。

这些“泥”质地柔软，具备极佳的
延展性和韧性，能够像橡皮泥一样被
塑造成各种形状，却能一直保持湿润

而不干燥。安庆市徽富防火材料有限
公司负责人朱家旺向记者介绍了这种
防火堵料的应用场景：“在高压线缆穿
过高压电柜时，柜体上必须打孔，若这
些孔洞未被封堵，一旦发生火灾，火势
极易蔓延。我们生产的这种‘泥’正是
用于封堵这些缝隙。它能够被塑造成
任何形状，并且保持稳定，不会坍塌脱
落，始终具有粘性。”

特色产品背后有着一个传奇故
事。十余年前，朱家旺之子朱建平在
上海经营一家店铺，专注于销售消防
设备。正因如此，朱建平与消防队员
的互动极为频繁。朱家旺说：“一天，

一个即将退休的老消防员找到我儿
子，说自己研究出一种新型防火堵料，
他可以将配方交给我儿子，但仍需要
改进和优化。”经过不断地改良，这款
防火堵料最终成为徽富公司引以为傲
的拳头产品。

朱家旺介绍，目前国内市场上，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且能够做上述防火堵
料的公司少之又少，“我们家的产品因
其良好的性能受到广泛认可。在江浙
沪地区产品销售情况排名占据前三。”
安庆市徽富防火材料有限公司在防火
材料领域拥有8个实用新型专利，3个
发明专利，并参与了2项产品的国标制

定以及1个行业标准制定。
虽未到生产销售旺季，可今年1月

份以来，安庆市徽富防火材料有限公
司生产的防火堵料、防火涂料、防火石
膏板等产值已达700万元。目前，该公
司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生产一
份来自浙江省的防火材料订单。“货值
大约在50余万元。”2月份开始，朱建
平前往东南亚拓展市场。“目前已经陆
续有一些海外市场的订单过来了。在
3月初的时候，我们第一批30吨防火
涂料通过海关发往了马来西亚。”朱家
旺说道。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员 汪雯君）

创新驱动激发增长新动能

一块“泥”粘来7000万产值

3月 20日，走进大观区海口镇保
婴村庆蕊合作社瓜蒌基地，理事长胡
春霞带领员工们在春光下劳作。

2012年胡春霞创立海口镇保婴村
庆蕊种植专业合作社，如今，合作社流
转土地610多亩，社员60余人，其中女
性成员52人。合作社从事大田瓜蒌、
大豆、小麦农作物机械化规模化集约
化生产，重点打造瓜蒌育苗、瓜蒌籽加
工、精品包装等农业特色全产业链发
展。2019年年产值达180万元，2020年
因洪涝灾害庆蕊合作社厂房、基地全
部遭受灾害。无情肆虐的洪水，将她
多年辛勤付出的成果毁于一旦。然而
胡春霞没有因此止步退却，在各级党
委的关怀下，通过多方努力，积极筹措

资金，大力开展生产自救，当年11月完
成冬耕春播灾后重建，2022年筹资180
多万元新建冷鲜库房800多平方米。
2023、2024两年均实现年产值300万
元以上。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富。
近年来，胡春霞一边创业，一边充分吸
纳妇女群众为合作社社员，建章立制，
为社员拓展就业岗位，员工每月获得
固定性工资收入，同时能够早晚在家
照顾老人、小孩，切实让大家干得安心
舒心，逐渐走上共同致富道路。2022
至2024年，庆蕊合作社每年为30多名
女性员工提供长期就业岗位，每人每
年平均增加家庭收入22000元左右；40
多名不定期就业人员，每人每年平均

增加家庭收入8000元左右。真正实现
农业增效，家庭增收，农民富裕，社会
和美。

胡春霞作为“徽姑娘”创业带头
人，团结带领合作社全体员工，携手奋
进。同时，激发员工发展活力，丰富员
工精神文化生活，在上级妇联的指导
下，合作社先后成立妇委会，完善“妇
女微家”活动机制，配套阵地设施，胡
春霞定期组织合作社妇女员工开展农
业技能培训、法治宣传、健康讲座、家
风家教宣讲、政策理论学习、广场舞表
演、等活动，极大丰富女性同胞们的精
神文化生活。

2020年胡春霞主动向红十字会申
请，成为中国第2683223位捐赠人体器

官的志愿者。作为妇联执委，她带领
巾帼志愿者踊跃参加村庄环境整治、
美丽庭院创建、政策宣传等巾帼志愿
服务活动；积极开展“爱心妈妈”结对
帮扶、“99公益”捐赠、重阳节慰问、防
汛抗灾等爱心善举，履职尽责，绽放巾
帼芳华！

胡春霞先后荣获安徽省高级农技
师、省乡村工匠名师、省百名农村产
业女性带头人、全市妇联执委履职

“十佳”案例、大观区“三八红旗
手”等称号；13 年来，她始终秉持

“科技兴农”的发展理念，铆足干
劲，在乡村肥沃的大地上，深耕“巾
帼新农人”心中的希望田野。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汪小凤

“新农人”胡春霞：挥洒汗水 深耕希望田野

颈椎病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常见
病、多发病，不仅会导致颈肩疼痛、头
晕头痛，严重时还可能引发肢体麻木、
行走困难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
量。面对这一现代文明病，科学的康
复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什么是颈椎病？
颈椎病是由于颈椎间盘和颈椎退

行性变导致颈神经、颈髓、椎动脉和交
感神经受到刺激和压迫而出现的一系
列临床症状和体征。

颈椎病的形成
颈椎病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长期保持不良姿势，会使颈椎承受
超过正常负荷的压力，导致椎间盘逐
渐脱水、变性，最终形成骨质增生或椎
间盘突出。

颈椎病的康复治疗
物理因子治疗：直流电离子导人

疗法，高频电疗法，石蜡疗法，磁疗，超
声波疗法，低频调制中频电疗法，红外
线照射疗法，泥疗。

颈椎牵引
颈椎牵引治疗是治疗颈椎病常用

且有效的方法，有助于解除颈部肌肉
痉挛，使肌肉放松，缓解疼痛；松解
软组织粘连，牵伸挛缩的关节囊和韧
带；改善或恢复颈椎的正常生理弯

曲；使椎间孔增大，解除神经根的刺
激和压迫；拉大椎间隙，减轻椎间盘
内压力。

针灸治疗
针灸治疗对颈椎病的治疗可取得

明显疗效，而且设备简单，易行。针法
常取外劳宫和后溪穴，再配以大椎、风
府、夹脊、天柱等局部穴位，一般每日1
次，每次留针20~30分钟，2周为1个疗
程。外劳宫穴为经外奇穴，是治疗颈
椎病的经验效穴；后溪穴属太阳小肠
经，是八脉交会穴之一，通过督脉、足
太阳膀胱经、足少阳胆经必经之路；侧
颈部有手太阳小肠经和手少阳三焦经
通过，所以能起到疏通经络、调理气
血，舒筋止痛等功效。

手法治疗
手法治疗是颈椎病治疗的重要手

段之一，是以颈椎骨关节的解剖及生
物力学的原理为治疗基础，针对其病
理改变，对颈椎及其小关节施以推动、
牵拉、旋转等手法进行被动活动治疗，
以调整颈椎的解剖及生物力学关系，
同时对颈椎相关肌肉、软组织进行松
解、理顺，达到改善关节功能、缓解痉
挛、减轻疼痛的目的。

运动疗法
运动疗法可增强颈与肩胛带肌的

肌力，保持颈椎的稳定，改善颈椎各关
节功能，防止颈部僵硬，矫正不良体姿
或脊柱畸形，促进机体的适应代偿能
力，防止肌肉萎缩、恢复功能，巩固疗
效，减少复发。

支具治疗
矫形支具应用颈椎的矫形支具主

要用于固定和保护颈椎，矫正颈椎的
异常力学关系，减轻颈部疼痛，防止颈
椎过伸、过屈及过度转动，避免造成脊
髓、神经的进一步受损，减轻脊髓水
肿，减轻椎间关节创伤性反应，有助于
组织的修复和症状的缓解。最常用的
有颈围、颈托，可应用于各型颈椎病急
性期或症状严重的患者。但长期应用
颈托和颈围可以引起颈背部肌肉萎
缩，关节僵硬，所以穿戴时间不宜过
久。在症状减轻时要及时除去颈托和
颈围，加强肌肉锻炼。

药物治疗
主要针对急性期症状的缓解。非

甾体抗炎药可以减轻炎症反应，缓解
疼痛；肌肉松弛剂有助于解除肌肉痉
挛；神经营养药物可以促进神经修
复。但药物治疗应在医生指导下进
行，避免长期使用。

日常预防与保养
正确的姿势习惯是预防颈椎病的

关键。使用电脑时，保持视线与屏幕
平齐，背部挺直；使用手机时，尽量将
手机举至与眼睛同高，避免长时间低
头；睡眠时选择合适高度的枕头，保持
颈椎自然曲度。

工作间隙的放松技巧也很重要。
每工作 1 小时，建议起身活动 5-10 分
钟，做一些简单的颈部伸展运动。可
以轻轻转动颈部，做“米”字操，或者进
行肩部放松练习。这些简单的动作能
够有效缓解颈部疲劳。

生活方式的调整对颈椎健康至关
重要。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适度
运动，如游泳、瑜伽等；注意颈部保暖，
避免受凉；均衡饮食，补充足够的钙质
和维生素D。这些措施都有助于维护
颈椎健康。

通过科学的康复治疗和良好的
生活习惯，大多数颈椎病患者都
能获得满意的治疗效果。让我们
从现在开始，关注颈椎健康，远
离“低头族”的困扰，拥抱健康
美好的生活。

（作者单位：安庆市中医医院）

告别“低头族”困扰：颈椎病康复治疗
陈小梅

本报讯 望江县凉泉乡以“板
凳围聊”为平台，干部与群众围坐
在一起，共话乡村发展，走出了一
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凉泉乡通过“板凳围聊”，让
干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党的各
项惠农政策、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等
向群众面对面讲解。在一次围聊
中，太华村村民反映村里的道路年
久失修，出行不便。村干部当场记
录，并向上级部门反映，很快争取
到道路修缮项目。韩店村村民提出
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但缺乏技术
指导。乡政府随即邀请农业专家，
开展种植技术培训，解决村民的后
顾之忧。据统计，自开展“板凳围
聊”以来，凉泉乡共收集各类民意
200 余条，解决实际问题 150 余
个，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满意度和
参与度。

凉泉乡在“板凳围聊”中与群
众积极共同探讨产业发展方向。壬
辰占村在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产业
时，邀请养殖户、专家和村民一

起，分析市场前景、养殖技术和销
售渠道。村民们积极建言献策，提
出成立养殖合作社。乡政府采纳了
这一建议，如今，壬辰占村的特色
水产养殖已颇具规模，带动了村民
增收致富。此外，该乡通过围聊收
集村民对乡村旅游项目的想法，打
造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农家乐和
融园、现代农业园、梦江南等乡村
旅游景点，吸引了大量游客，进一
步推动了乡村经济发展。

同时，“板凳围聊”也为矛盾
化解提供了一个温馨的平台。在横
山村方上屋的一次围聊中，邻近屋
场因山场边界问题发生争执，村干
部和村里的长辈们一起耐心倾听双
方诉求，依据土地承包资料以及调
查了解的相关情况进行调解，经过
一番劝说，双方最终达成和解。这
种在“家门口”解决矛盾的方式，
既避免了矛盾激化，又维护了乡村
的和谐稳定。

（通讯员 沈凯芳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板凳围聊”聊出乡村振兴新路径

本报讯 连日来，在桐城市孔
城镇中心社区花园居民组，随着挖
掘机持续作业，一条坑洼土路逐渐
变得平坦宽阔，淤塞多年的河道再
度通畅。中心社区通过整合多方资
源、发动群众力量，全力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

长期以来，花园组道路雨天泥
泞难行，旱天尘土飞扬，影响了居民
出行和农产品运输。同时，组内河
道因淤泥堆积、杂草丛生，既影响排
涝灌溉，又存在安全隐患。为解决
交通难题，方便群众出行，同时整治
环境，美化家园，中心社区通过“向
上争取一点、集体出资一点、群众自
筹一点”的方式，整合资金，迅速启
动道路修缮和河道清淤工程。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社区党总
支组织党员带头投工投劳，动员 11
位居民成立志愿服务施工队。大家
纷纷响应，主动清理房前屋后障碍
物，为修路腾出空间。同时，河道清
淤工作同步推进，采用“机械清淤+
人工疏通”方式，累计清理河道1.5公
里，清除淤泥、垃圾50余吨，既消除
了隐患，又美化了环境。

“路通了，心更齐了！”中心社区
党总支书记张鹏介绍，此次工程共修
缮道路1.5公里，惠及2个居民组300
余人，不仅打通了居民出行的“最后
一公里”，更盘活了沿线闲置土地，为
发展特色种植业奠定了基础。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余红宁）

干群齐心共建美好家园

本报讯 近年来，太湖县晋熙
镇积极探索精神文明建设新路径，
稳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持续深入开
展，不断提升群众的“文明指数”和

“幸福指数”。
晋熙镇15个村以村规民约为抓

手，通过深入走访群众、征求意见、
开会讨论等方式，汇集民智、搜集

“金点子”，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为
村民品格树立新标杆，行为明确新
标尺，有效解决了村民生活中的一
系列“急难愁盼”问题。

该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农家书屋等阵地推动宣传教
育全覆盖，通过张贴移风易俗倡议
书、开展专题讲座、村级大喇叭广
播、微信群转发链接等方式向村民
宣传移风易俗相关政策，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帮助群众了解高额彩礼、

大操大办带给家庭和社会的危害，
倡导群众反对低俗陋习，崇尚节
俭。今年以来，该镇共开展移风易
俗宣传活动20余场次，大力倡导文
明节俭之风，引导村民自觉抵制陈
规陋俗和封建迷信。

晋熙镇充分发挥最美家庭、
“太湖好人”“安庆好人”等示范
带动作用，引导群众弘扬节俭美
德、善言善行，激发群众自觉性
与积极性，形成文明实践人人参
与的良好氛围。同时，充分发挥
党员、人大代表、乡贤代表的监
督示范作用，坚持督导党员干部
管理好家庭成员、引导好亲戚朋
友，争做优良风气的领头人、移
风易俗的示范者。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李浩玉）

移风易俗沁民心 文明新风拂万家

本报讯 “现在是吃甲鱼的最
佳时节，你看我稻田里养的甲鱼，品
好味美，销量是供不应求，收入比以
前翻了好几番，这都得益于科技指
导！”3月23日，在桐城市文昌街道
官桥村的宇航家庭农场，负责人周
庭海双手提起一只肥硕的甲鱼乐呵
呵地说。

2024年，周庭海在承包的150亩
稻田里尝试稻鳖共养新模式，喜获
稻鳖双丰收。周庭海以每斤14元的
价格，从外地引进2万余只鳖苗，平
均每只鳖苗的体重在8两左右，现在
每只鳖苗已长到3斤左右，按市场价
每斤80元计算，累计可实现 100余

万元的经济收益。
2022年，碧峰村呱呱叫家庭农

场负责人朱冬在碧峰村里流转了35
亩稻田，发展“稻+蛙”生态农业，每
年亩产石斑蛙3千余斤，每亩增收
2.5万元，年产值可达100万元。

近年来，文昌街道以科技兴农
为引领，通过“稻+鳖”、“稻+虾”、

“稻+蛙”等多种形式，实现了“一水
多用、一田双多收、一地多效”。目
前该街道“稻+N”多元化种养面积达
500余亩，年产值突破1000万余元，
带动200余户农户增收致富。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汪华）

科技赋能拓宽群众增收“稻”路

3月20日，怀宁县小市镇农技员李小
平（右二）在麦田仔细为小麦“把脉问诊”。

怀宁县当前小麦种植面积 6 万亩，油
菜 21.8 万亩，当地组织 100 余名农技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针对苗情进行“1对1”精准
技术指导服务，为夺取夏粮丰产丰收打下
坚实基础。

通讯员 檀志扬 张瑞 摄

“授技”到田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