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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粒种子，植梦太空，再
回归大地，会发生什么变化？在潜山
市痘姆乡仙驾村的π客工场，也许能
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4月12日，在π客工场的试验田
里，返乡创业青年金依涵带着工人种
下了11750株“太空来客”，它们是来
自甘肃天水的航天育种秧苗，有太空
南瓜苗、太空茄苗、太空辣椒苗和太
空葫芦苗等。

π客工场于今年3月20日开业，
是“90后”青年金依涵以太空育种为
芯，在乡村打造的“自然科技研学+
现代农业”新业态，集科普教育、研

学旅行、航天育种示范、太空农业种
植等为一体。

五颜六色的外墙上，点缀着各种
航天元素绘画，在满是白墙红瓦民居
的村庄里，π客工场显得格外亮眼。
在π客工场一楼，金依涵以一面摆有
100种植物种子的种子墙，为孩子们开
启了航天育种科普研学之旅。

“农作物种子搭乘航天器升空，在
太空环境中经历基因遗传变异，再返
回地面由农业育种专家筛选培育出新
品系、新品种。”在了解了“太空种子”
的前世今生之后，学生们还能学习到
航天知识，展馆里不仅有卫星模型，还

有航天服高仿模型及天宫一号模型。
“我们还有育种实验室和太空种

子种植试验田，并开发了一系列的活
动课程，激发孩子们对未知世界的好
奇心和求知欲。”金依涵介绍，之所以
将项目选在乡村，一方面是让城里孩
子体验乡村生活，另一方面也是想将
航天科学梦“种进”乡村孩子心里。

记者注意到，在实验室的走廊外，
摆有一排航天绘画作品。这是痘姆中
心学校学生以“航天”为主题创作的画
作。在π客工场开业当天，金依涵还
邀请来中国探月工程嫦娥四号“生物
科普试验载荷”总设计师谢更新教授，
为当地学生开展了《月球上第一片绿
叶》航天科普讲座。讲座结束后，孩子
们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张开想象
的翅膀，纷纷画下了自己心中的航天

器及宇宙的模样。
在种下航天育种秧苗后，金依涵

和团队小伙伴们又开始为暑期21天的
科学营做准备。接下来，她还会在试
验田里装上物联网设备，让孩子们回
家后也能通过手机看到自己育种、种
植的作物的生长情况。未来，她还会
向当地村民推广“太空品种+有机种
植”模式，让更多村民种上高产、早熟、
抗病的优质农作物，实现“一粒种子改
变一个村庄”。同时，发起“城市π客
认养计划”，邀请市民认养太空作物
田；举办“星空农创节”“太空丰收宴”
等IP活动，推动城乡资源双向流动，在
仙驾村打造出“科技富农、共创兴村”
的乡村振兴新样板。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潘艺）

青年入乡“筑梦”

在乡村种下“航天种子”

4月 12日，走进望江县赛口镇，一
排排标准化厂房错落有致，阵阵面点香
气扑鼻。北粮蒸香食品有限公司的生
产车间内，三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
人们正将本地优质的香菇、青菜、糯米
加工成各类面点馅料，打包发往全国各
地。这家企业的快速发展，正是“归雁
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

从“孔雀东南飞”到“群雁还巢”。
近年来，赛口镇在“引进来”上下足功
夫，引进了许多像北粮蒸香、粮蒸棒、顺
口福这样的连锁品牌。其中，北粮蒸香
的董事长曹永忠，就是赛口镇“归雁”的
典型代表。多年前，他怀揣梦想离开家
乡，在外地从事面点加工行业，积累了
技术、管理和市场资源。近年来，家乡

面点产业的蓬勃发展和优质的农业资
源，让他萌发了回乡创业的念头。

“之前一直在外地打拼，也是从事
面点行业，心里始终惦记着家乡的发
展。”曹永忠说，“看到家乡的面点产业
基础越来越好，政府又大力支持，我觉
得回来发展的时机到了。”

2022年 9月，曹永忠的北粮蒸香
落户赛口镇食品加工产业园。2023年
5月正式投产，企业发展迅速。

一只“头雁”激活一方产业。望江县
是传统农业大县，过去以原粮销售为主，
附加值低。随着北粮蒸香、粮蒸棒等面
点企业的入驻，推动了绿色食品精深加
工的发展。如今，赛口镇已构建起完整
的原粮加工、馅料生产、冷链配送产业

链，实现了从“粮仓”到“厨房”的转变。
目前，赛口镇已累计发展农产品

及食品加工流通企业10余家，其中食
品馅料及预制菜加工企业占据了重要
地位。截止2024年底，赛口镇面点产
业产值已达3亿元。

为进一步推动面点产业集聚发展，
赛口镇积极推进建设食品馅料加工产
业园，成功引进国内早餐头部企业早阳
公司。产业园建成运营后，预计实现年
加工规模10万吨，年产值20亿，预计可
带动200多名群众就近务工，有效解决
了周边的剩余劳动力问题。

归雁经济的“赛口密码”。赛口镇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建设标准化
厂房和配套附属设施，为“归雁”企业

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赛口镇大力

发展绿色大米、油菜和蔬菜产业，建立高
质量的原料生产基地。积极推广“党组
织+村级农场”模式，依托“一村一农场”
发展模式建成高质高效的原料基地，实
现了特色化产业化经营。据统计，目前
全镇蔬菜种植面积已近2000亩，既保证
了原料供应，又带动了农户增收。

随着北粮蒸香等企业的成功发
展，赛口镇的“归雁经济”正呈现出蓬
勃发展的态势。这些“归雁”不仅带来
了技术和资金，更在企业管理、市场营
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引领着更
多“归雁”投身乡村振兴事业。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汪慧

归雁振翅处 乡村展新姿

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它
日夜不停地跳动，为全身输送氧气和营
养。然而，现代生活方式和环境的改
变，使得心脏疾病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
头号杀手。据统计，中国每年因心血管
疾病死亡的人数高达数百万。因此，了
解心脏健康的重要性，掌握保护心脏的
方法，是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的话题。

心脏的结构

心脏由4个腔室和4组瓣膜组成：
左心房：接收从肺部来的富含氧

气的血液。
左心室：将含氧血泵入全身（收缩

力最强）。
右心房：接收全身回流的缺氧血液。
右心室：将缺氧血泵入肺部进行

气体交换。
瓣膜：控制血液单向流动（如二尖

瓣，主动脉瓣等），防止倒流。
心脏供血:心脏自身也需要血液供

应，由冠状动脉负责（若堵塞会导致心梗）

心脏健康的标准

判断心脏是否健康，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入手：

脉搏：正常成年人的脉搏为每分
钟60-90次，节律整齐。过快或过慢都
可能是心脏问题的信号。

血压：理想血压120/80mmHg血压
过高会增加心脏负担，长期可能导致
心脏病变。

舌头与面色：心脏健康的人舌头
红润、柔软，面色明亮红润。如果舌头
暗紫或面色发暗，可能是心脏功能受
损的表现。

心脏健康的危险因素

睡眠问题：每天睡眠时间不足6小
时或超过9小时，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
的风险。睡眠不足会升高血液中的炎性
物质，而睡眠过多则可能导致血管钙化。

气温变化：极端气温（过冷或过
热）会加重心脏负担，增加心肌梗死和
冠心病的风险。

慢性疼痛：持续超过4周的慢性疼
痛会导致焦虑、失眠等问题，间接影响
心脏健康。

空气污染：长期暴露在污染空气中
会引发肺部炎症，进而损害心血管系统。

不良生活习惯：吸烟、饮酒、高盐饮
食、缺乏运动等都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

常见心脏疾病

高血压 长期高压损伤血管和心
脏，增加心衰、心梗风险。

冠心病 冠状动脉狭窄或堵塞，
导致心肌缺血（心绞痛），严重时引发

心肌梗死。
心律失常 心跳过快（如房颤）、

过慢或紊乱，可能引发头晕、猝死。
心力衰竭 心脏泵血功能下降，

出现呼吸困难、下肢水肿等。

心脏病常见的症状

胸闷、胸痛（心脏病最常见的症
状）、心悸气短、乏力等。严重时可能
出现心绞痛、晕厥甚至猝死。这些症
状可能在活动、劳累或情绪激动时出
现，也可能在安静时发生。如果出现
这些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休息并尝
试缓解症状。同时，建议您尽快就医，
以便得到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保护心脏的方法

健康饮食：多吃红色食物（如红
豆、西红柿）蓝莓、猕猴桃和富含不饱
和脂肪酸的食物（如苏子油），减少高
盐、高脂肪食物的摄入。

适量运动：避免长时间久坐，每天
进行30分钟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
跑），可以增强心肺功能。

良好睡眠：保持每天6-8小时的睡
眠时间，避免熬夜。

情绪管理：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
过度焦虑和悲伤，这些情绪会加重心
脏负担。

定期检查：尤其是高血压、糖尿病
等高危人群，定期进行心电图，心脏彩
超等检查有助于早发现心脏疾病。

心脏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预防措施：戒烟限酒、控制体重、避
免过度劳累，是预防心脏疾病的关键。

治疗方法：对于严重的心脏病患
者，可以通过介入手术、射频消融术、
安装人工心脏起搏器等来改善病情。

心脏健康的日常小贴士

拍手：经常拍手可以刺激心脏经
络，促进血液循环。

踮脚尖：每天踮脚尖20-30次，有
助于为心肌提供足够的氧气。

静坐调息：每天静坐10-20分钟，
深呼吸有助于放松心脏。

心脏健康是生命健康的基石。通
过科学的生活方式、合理的饮食和适
量的运动，我们可以有效预防心脏疾
病，保护这颗“生命的发动机”。让我
们从今天开始，关注心脏健康，为自己
和家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安庆市中医医院）

小小心脏 大大责任
刘 青

本报讯 晨雾初散，在望江县
凉泉乡韩店村的祁雨山茶场，两百
余名采茶工，穿梭茶树间，手指翻
飞如燕，将这春日里的绿绿新芽，
轻轻摘下放入腰间的竹篓里。

近段时间，每天一大早，在祈
雨山脚下的茶园内，便响起采茶工
的谈笑声。60岁的脱贫户胡秋兰挎
着竹篓，动作娴熟地掐下芽叶：

“每年到清明前后，我都会过来采
摘茶叶，一个多月的时间，能挣好
几千元。”茶场不仅提供季节性采
茶岗位，更通过土地流转、茶园管
护等长期用工，让村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顾家增收两不误。

今年祈雨山茶场共种植茶树
200余亩，现在每天有近200余人
在这里采茶，都是附近的村民，每
天可以采摘千斤鲜茶。

推开茶厂大门，青草香裹着淡
淡炭火气萦绕鼻尖。制茶车间里，
制茶师傅们铆足干劲赶制新茶，一
片片翠芽经过杀青、揉捻、烘干等
一道道精细工序，茶叶的清香逐渐
弥漫开来，满室芬芳。

在茶场门口的简朴木屋里，慕
名而来的顾客正品着新茶。祈雨山
的茶叶销售，靠的是口口相传的老
客户。每年这个时候，总有人开车
来茶园购买刚出锅的新茶。

近年来，凉泉乡依托自然资源
优势打好“生态牌”，引进茶叶种植
特色产业，持续完善茶产业链条，逐
步推动茶叶生产规模化和精品化，
加快推进茶叶提质增效，真正实现
了“绿叶生金”的美丽蜕变。

（通讯员 李国栋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茶香浸润致富路

本报讯 当前，桐城市14万亩
小麦正值抽穗扬花期，这也是防控
小麦赤霉病的关键节点。为保障小
麦稳产高产，桐城市不仅免费发放
赤霉病防治药剂，还派遣农技人员
深入田间，指导农户开展“一喷三
防”作业，全面推进小麦赤霉病的
统防统治工作。

4月 11日，在桐城市孔城镇复
东、金地两村交界的麦田里，两台
植保无人机在农技人员的精准操控
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小麦赤霉病
的飞防作业。药剂细密地喷洒在麦
穗上，为这片300余亩的小麦披上
了一层“防护衣”。此时，麦穗上
黄白相间的碎花星星点点，整个麦
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无
人机仅用半天便高效完成了此次防
治任务。

小麦赤霉病作为一种典型的气
候性病害，具有可防不可治的特
性，一旦爆发，对小麦产量和品质
造成严重影响。农技人员在指导农
户防治小麦赤霉病的同时，还指导
对条锈病、白粉病以及蚜虫虫害的
综合防治，通过一次施药，实现防
病、防虫与增产的多重目标。

据了解，桐城市已启动小麦赤
霉病防治应急预案，组织160多名
农技人员下乡，指导农户适期防
治、见花施药，并采取人技结合的
方式进行统防统治作业。同时，统
筹调配防控物资，统一采购发放防
治药剂，努力实现小麦赤霉病防治
全覆盖，确保小麦产量、品质稳中
有升。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余大国）

统防统治保稳产高产

本报讯 3月底以来，怀宁县
人社局主动出击，聚焦高校人才资
源，相继走进安徽工程大学和黄山
学院开展揽才行动。

本次参加“招才引智”高校行
活动的企业以县内智能制造及汽车
零部件生产为主，这些企业提供了
众多高质量就业岗位，需招聘应届
毕业生172余人，专业涵盖机械设
计与制造、电气自动化、质量研发
等各个领域。在招聘会现场，专门
设置了政策宣传台，发放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以及人才政策宣传册，
现场解读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此
次招聘活动反响热烈，共吸引了181
名高校毕业生投递简历，其中 113
人与企业初步达成了就业意向。

“我就是怀宁人，能在学校里
看到这么多来自家乡的企业前来

招聘，我感到特别亲切和激动。
这些企业不仅提供了众多就业岗
位，而且薪资待遇也相当不错。
我仔细逛了一圈，发现有几个企
业的岗位与我的专业非常匹配，
感觉很有发展前景，所以我打算
去试试。如果一切顺利，能够顺
利入职的话，我非常愿意回到家
乡工作，为怀宁的发展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来自安徽工程大学
的学生査欣欣高兴地说。

怀宁县人社局还将利用春季校
招黄金时机，组织企业用人单位赴
省内高校持续开展“招才引智”高
校行活动，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来
怀就业创业，为怀宁高质量发展提
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通讯员 刘志峰 全媒体记
者 罗少坤）

走进高校揽人才

本报讯 行走在桐城市双港
镇，平坦宽敞的道路、干净整洁的
庭院映入眼帘，目之所及，村容村
貌皆焕新颜。

自“宜居桐城”活动开展以
来，练潭村4口当家塘开挖护砌完
工，在秋月塘四周还铺设人行步
道，种植了草坪。昔日干涸见底的

“烂泥塘”“垃圾塘”，如今重现碧
波，成为和美练潭触手可及的“诗
和远方”。4月10日，在双港镇永上
村陌上，该村党总支书记吕炜正在
引导挖掘机清理河埂大沟。吕炜
说，共同缔造绘就“宜居桐城”行
动“同心圆”，通过发动群众共谋
共建共管共评，使“宜居桐城”行
动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
有。该村13个组相继召开“村民说
事”会，群众围绕“提升群众房前
屋后环境、提升村庄公共区域环

境”两大项，纷纷提出工作建议。
目前，该村清理3处河塘沟渠，拆
除 1间无功能建筑和5个废弃广告
牌，打造 1个小菜园，建成2户美
丽庭院，清理河塘沟渠与垃圾死
角、空中飞线和乱贴乱画等 50 余
处，完成3处公共区域整治……

目 前 ， 双 港 镇 20 个 村 通 过
“宜居桐城”行动，共完成50处河
塘沟渠的清淤疏浚，拆除无功能建
筑 1930 平方米及废弃广告牌 90
块，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优化了公
共空间；动员404户居民参与庭院
环境整治行动，因地制宜打造 41
个集实用与美观于一体的“五小
园”，创建“美丽庭院”278 户。
乡村环境由“一时美”向“持久
美”转化。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钱文晨）

面子靓里子实,和美乡村入画来

4月11日，在望江县赛口镇南畈
村的水果种植园里，种植户们正在进
行果树修剪和春管，为今年果树的丰
产奠定基础。

水果种植园主要种植葡萄、果冻
橙、水蜜桃、西瓜、火龙果等水果，
年产值在50万左右，可带动附近10多
人就业。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汪慧 摄

春光不可负

果树修枝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