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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海之滨的钢铁战舰，到皖中大
地的青砖黛瓦，二十年时光，许建用军
人的脊梁，撑起了两段截然不同却同样
精彩的人生。这位桐城汉子常说：“当
兵保家卫国，当村干部就要带乡亲过上
好日子，哪样都得铆足劲干！”

2003年，18岁的许建一头扎进南
海舰队训练基地。十二年军旅生涯，
他把“优秀”二字刻进骨子里——十佳
带兵班长、优秀教员，八次捧回“优秀
士兵”奖状。甲板上的烈阳晒黑了皮
肤，却让他的军人血性愈发滚烫。直
到2015年转业返乡，乡亲们发现，这个
晒得黝黑的汉子，眼里那股子不服输
的劲儿，和村口老井的水一样透亮。

2018年，许建当选桐城市孔城镇古
井村民兵营长。“部队需要新鲜血液，咱

古井村的好小伙儿得顶上！”他挨家挨
户走访，把征兵政策讲得比自家事儿还
透。短短两年，10个古井小伙穿上军装
奔赴军营。2021年接过村党总支书记
的担子后，他更是把征兵工作当成“头
等大事”。去年，古井村捧回桐城市征
兵工作先进单位的奖牌，许建自己也成
了全市征兵先进个人。“看到孩子们在
部队出息，比我当年获奖还高兴！”他笑
着说，眼角皱纹里藏满骄傲。

民兵训练场上，许建带着队员摸
爬滚打；汛期扛沙袋，他总冲在最前
头；防火巡查时，他骑着电动车跑遍
每个山头。“当兵时怎么练，现在就
怎么带！”他把部队那套严标准、硬
作风，全都搬到了村里。

最让乡亲们竖大拇指的，是许建

带着大伙“折腾”出的好日子。红磡组
过去是出了名的“脏乱差”，他请来乡
贤杨绳和，带着村民清垃圾、修步道，
漫山遍野种上油茶、脆皮柿子。如今，
白墙黛瓦配着漫山果树，成了桐城市
里的“宜居桐城”示范点。“以前出门一
脚泥，现在晚上遛弯都能碰到城里人
来打卡！”村民王大姐笑得合不拢嘴。

发展村集体经济，许建更是拿出
了“拼命三郎”的劲头。生姜种植园
刚开建，就碰上资金和技术难题。他
白天跑镇里争取扶持，晚上拉着农业
专家熬夜研究种植方案。35 亩姜田
里，从翻土播种到收割晾晒，他手把手
教村民种姜。丰收时，生姜卖出近百
万，周边几个村子都跟着种起了姜。

古井村4820亩圩口，过去荒着没

人管，许建一拍大腿：“这么好的水面，
养鱼准行！”公开招标引来水产大户，
如今鱼塘里鱼虾欢腾，村集体每年增
收43万元。老村部改商铺出租，买新
能源车搞租赁，连老卫生院都被他盘
活成麦秆编制工坊，邀请非遗传承人，
组织周边群众学习麦秆编制技艺，带
着乡亲赚起了“老外”的钱。去年，他
又和桐城经开区签下厂房租赁协议，
每年多了3.5万元进账。

站在村头的生姜种植园里，许建
望着远处成片的果林，眼里满是憧
憬：“当兵守海疆，当支书守家乡，咱
古井村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头！”二十
年时光流转，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这
个“兵支书”一心为民的赤诚。
全媒体记者 许娟 通讯员 毛杨

从战舰甲板到乡间阡陌

“兵支书”许建的二十年奋斗路

在武侠剧中，“一剑封喉”的场景总
令人心惊胆战——剑锋划过脖颈，鲜血
喷涌，角色应声倒地。这种视觉冲击让
很多人将“气管切开”与致命伤害画上等
号。但现实中的气管切开术，恰恰是医
学界挽救生命的“呼吸通道”。每年全球
有超过百万患者因这项技术重获生机，
它不仅是ICU病房里的常规操作，更是
现代医学对抗呼吸衰竭的重要武器。

什么是气管切开术？

气管切开术（Tracheostomy）是在
颈前部第2-4气管软骨环处，建立直达
气管的人工通道。这个直径仅1.5-2厘
米的开口，通过置入医用级硅胶或金
属套管，成为连接外部空气与肺部的
重要枢纽。与影视剧中夸张的“割喉”
不同，现代手术切口控制在3厘米以
内，避开颈部大血管，出血量通常不足
20ml——相当于一次普通抽血的量。

为什么要气管切开？

通常，在患者出现无法呼吸的情
况下，医生首先会选择先进行气管插
管以保证有效的通气，但若患者因各
种病因导致需要较长时间使用呼吸机
并且短时间内无法拔除气管插管时
（一般大于7天），就会考虑行气管切
开。相比气管插管而言，气管切开具

有能够减少患者鼻咽部组织损伤、便
于护理、一定程度上保留言语和吞咽
功能、增加患者的舒适性、减少镇静镇
痛药物的使用量等诸多优点。

气管切开怎么做？

气管切开的手术方式主要有2种：
传统外科气管切开术和经皮扩张气管
切开术。前者是用手术刀将皮肤切开，
分离肌肉等组织，即可看到气管，然后
直视下切开气管前壁；后者则是切开皮
肤后，先用穿刺针、导丝进入气管，然后
使用特殊的扩张器逐步扩大切口，最后
将套管放入气管。经皮扩张气管切开
术相较传统外科气管切开术而言，其操
作简便迅速，创伤小，伤口感染率低，甚
至在床边即可完成，已逐渐普及。

气管切开痛苦吗？

气管切开术本身难度不大，甚至
可在监护病房床边完成，属于小手术，
医生会根据情况进行麻醉，因此手术
过程中患者一般不会感到痛苦。而当
气切通道稳定后，患者也是相对舒适
的，一般不会感觉明显疼痛及不适，无
需使用大量镇静镇痛药物。

气管切开套管需要定期更换吗？

从医学角度考虑，如果没有发生

局部感染、出血、管径不合适等特殊情
况，气管切开套管常规无需定期更
换，但需每日进行气管切开护理。一
般金属套管有内套管，需每日进行清
洗。塑料套管一般没有内套管，考虑
长期留置过程中，材质随着时间延长
可能会变性或降解，大部分生产商建
议气管切开套管在置管后30天左右需
进行更换。

气管切开了还能说话吗？

可以！清醒的气管切开患者常常
因疾病痛苦又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而
产生焦虑、抑郁、沮丧等负面情绪，因
此帮助气管切开患者恢复言语功能意
义重大。气管切开后由于没有气流经
过声带，导致患者无法发声，因此，只
要想办法让气流能够通过声带即可让
患者重新开口说话。如果患者病情允
许可以抽出气切套管气囊内气体，然
后直接将气切口堵住或者将说话瓣膜
戴在气切口，让气流可以经由套管-气
管间隙到达声带实现发声。若不抽出
气囊内气体，可以通过气囊上引流管
注入氧气或空气，气流便能往上经过
声带实现发声了。

气管切开了还能吃东西吗？

能！气管切开患者因为破坏了气

道的正常解剖生理结构，常会合并吞
咽功能障碍，患者易发生误吸、肺部
感染等，但并非所有的气管切开患者
都不能吃东西，对气管切开患者是需
要积极进行吞咽功能训练的，不仅可
以帮助患者早日恢复进食功能，还可
以促进拔管，减少拔管失败率。但具
体什么时候吃，吃什么，吃多少，怎
么吃都是需要专业的医疗团队评估和
进行治疗的，避免呛咳、误吸、噎食
等不良事件的发生。

什么时候能拔管？

气管切开并不是永久性的，部分
患者是可以成功拔管的，但拔管前
需要进行全面的评估。通常而言，
对于临床情况稳定、意识清楚、痰
液量少、吞咽及咳嗽能力良好、无
明显气道堵塞的患者，可以进行堵
管，如果可耐受堵管 24~48 小时，
就可以考虑拔管。若患者无法完全
达到上述条件，还需进一步进行相
关康复训练，提高患者的功能状态，
以达到拔管的条件。

（作者单位 安庆116医院）

帮您认识救命的气管切开术
陈 昕

本报讯 近日，116头膘肥体健
的华西牛入驻望江县漳湖镇肉牛核
心育种场。作为项目首批发力点，
育种场的率先试运营，不仅标志着
岭南肉牛（望江）产业集群这一安
徽省重点工程迈出实质性一步，更
如同一记重锤，敲响了漳湖镇生态
循环农业发展的激昂战鼓。

5月8日，走进育种场项目现
场，10 座标准化养殖大棚在阳光
下银光熠熠。工人们穿梭其间，
全神贯注地调试自动饲喂系统与
智能温控设备。技术团队负责人
凝视着牛犊，眼神中满是期许：

“这些华西牛是我们产业发展的
‘黄金种子’，后续我们将分阶段
引入优质种牛，逐步构建起年出
栏 1500 头优质牛犊的现代化繁育
体系。”

配套的青贮饲料加工中心内，
成捆的玉米秸秆、水稻秸秆被送
入粉碎机，在轰鸣声中化作碎

末，均匀喷洒复合微生物菌剂
后，经自动化设备层层压实，最
终形成高2米、重800公斤的圆柱
形青贮饲料包。这些裹着"能量包"
整齐排列，宛如等待出征的士
兵。通过厌氧发酵，这些饲料不
仅能保存 18 个月，蛋白质留存率
更超过 90%，真正实现了秸秆变

“金饽饽”。
作为项目核心承载地，漳湖镇

全力做好土地、人才、基建等要素
保障。目前育种场首期工程已基本
完工，一旁的活畜交易市场塔吊高
耸，焊花四溅，建设者们争分夺
秒，勾勒着产业发展的新蓝图。"我
们采用'分期建设、滚动开发'模式，
优先保障育种场投产见效，同步推
进交易中心主体建设，力争年内形
成示范效应。”漳湖镇党委书记吴
潇介绍。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杨键）

育种场投产 肉牛产业启新章

本报讯 大观区海口镇保婴村
通过广场舞、诗朗诵、黄梅戏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将新时代倡导
移风易俗与法治宣传教育有机结合，

“移”出陈规旧俗，“易”来文明乡风。
为推动移风易俗工作深入开

展，保婴村委会积极搭建文化舞
台，与村民共同商讨节目内容。从
自编自演的广场舞，到饱含深情的
诗朗诵，每一个节目都紧扣移风易
俗主题，用生动的表演传递着摒弃
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的理念。
这些“沾泥土”、“带露珠”的节
目，犹如“春风化雨”，让移风易
俗宣传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同时，保婴村巧妙地将法治元
素融入文艺演出中，通过改编传统
戏曲、创作法治顺口溜等形式，将

法律知识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
方式呈现给村民。这种“文艺+普
法”的模式，就像一首悠扬的乐
曲，在保婴村的每一个角落奏响法
治旋律，让村民们在潜移默化中记
下法律常识。

保婴村修订村规民约，将移风
易俗具体要求纳入其中；成立红白
理事会，推选村民“文明标杆”担任
理事；召开乡村振兴夜校，邀请道德
模范授课，用“身边事”影响“身边
人”；创新实施“文明积分超市”，将
移风易俗表现与村民福利挂钩。通
过制度约束和激励引导双管齐下，
确保移风易俗工作常态长效，让文
明新风吹得更劲、扎得更深。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徐桐）

“移”出陈规旧俗“易”来文明乡风

本 报 讯 5 月 9 日，晨光微
露，机器的轰鸣声已响彻桐城市金
神镇孙桥村汽车零部件产业园一期
项目现场。运输车辆穿梭如织，土
方开挖精准有序，基坑浇筑扎实推
进，一派争分夺秒、热火朝天的建
设景象。

输送机械制造、汽车零部件、
新材料、塑料包装是金神镇重点打
造的特色主导产业。近年来，该镇
紧扣工业发展主线，以项目建设为
驱动，筑牢产业根基，不断推动产
业园区扩容提质、增效升级，矢志
打造产业集聚新高地，为镇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正在建设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计划总投资 4.37 亿元，分五期建
设，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其
中一期项目占地约25.1亩，聚焦生
产车间、仓库建设，同步完善园区

道路、给排水、消防、供配电等配
套设施。待全部项目建成投产后，
将有力推动当地乃至桐城市汽车零
部件产业迈向规模化、高端化发展
道路，预计每年产值超10亿元、税
收近3000万元。

在该镇香铺村，乡村振兴产业
园四期项目也于近日开工建设。该
项目总投资约650万元，预计5个
月后投入运行。项目建成后，将进
一步优化园区功能布局，提升产业
承载能力。目前，乡村振兴产业园
已吸引5家工业企业入驻，其中规
上工业企业达 3 家，输送机械制
造、新材料、塑料包装等行业企业
在此集聚成势，工业厂房实现
100% 满负荷运转，产业集聚效应
愈发显著。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吴书伟）

园区建设提速 产业发展提质

本报讯 5月11日，望江县长岭镇
龙林村采摘示范园内，果农们正忙着
给桃树疏果，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走进桃园，只见郁郁葱葱的桃树
上挂满了青涩的小果子，农户们正熟
练地摘除过密、畸形和病虫害的果实，
确保留存果实营养充足、均匀生长。

“我们根据桃树的品种、树势以及
目标产量来确定留果的数量和间距。
只有合理疏果，才能让留下来的桃子
充分吸收养分和阳光，长得个大味
美。”现场，采摘示范园技术人员刘应

平一边指导村民疏果，一边说。
疏果是桃树管理的一个重要环

节，桃树结果超载，不但消耗养分，影
响桃子生长，还会导致桃子果形不整
齐，成熟期不一致，品质下降等情况。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组织附
近的村民对桃树进行疏果作业，以达
到丰产稳产和提高果实品质的目的。”
龙林村党总支书记刘学昌介绍说。

“我是村里的脱贫户，现在年龄大了，
出去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工作，幸好村里面
建起了桃园，最近十天以来我都在这里务

工，给桃树疏果，每天有100元左右的收
入，觉得很不错的。”务工群众宁秀珍说。

龙林村采摘示范园项目是2018年
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共同谋划打造的
扶贫产业项目，也是村里的龙头企业，
该桃园面积40余亩，种植有锦绣黄桃、
白桃、蟠桃、冬桃四个品种的桃树，桃园
常年用工800余人次，村民务工收入10
万余元，村集体年增收20余万元，桃产
业成为龙林村名副其实的“美丽产业”。

“我们建议果农遵循‘去弱留强’原
则，优先保留枝条两侧和中部发育健壮的

果实，同时加强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长岭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技术人员介绍
说，今年气候适宜，桃树坐果率较高，疏果
后每亩预计可保留优质果3000-4000
个，现在多花功夫疏果，后期桃园里的桃
子才个头大、甜度高，品质才能更好。

目前，望江县长岭镇500多亩桃园
疏果工作已经完成70%，预计5月中旬
全部结束，届时，桃园将进入套袋阶
段，为盛夏的丰收保驾护航。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员
檀春红）

疏果正当时 桃园提质促增收

本报讯 眼下，宿松县洲头乡
党建联盟产业示范基地的大蒜进入
蒜薹采收旺期。连片的蒜薹绿意
葱茏，长势喜人。菜农忙着采收
鲜嫩蒜薹，抽薹、捆扎、装车、
交易，现场呈现一派人忙蒜香的
动人景象。

走进大蒜园里，嫩绿的蒜薹齐
刷刷地露出长条。乡党建联盟产业
示范基地大蒜种植负责人凌留保介
绍：“基地今年种植大蒜100多亩，现
在正是蒜薹大量成熟的时候，眼下
趁着天气好请来十几位村民抓紧采
收。今年蒜薹长势很好，刚采收的
蒜薹还未来得及入库，就被采购商
们争相上秤交易。价钱也好，每斤
能卖到3元左右，一亩地蒜薹收入有

1800元，加上后期的蒜头收入6000
元，效益非常可观。”

近年来，洲头乡瞄准市场需
求，因地制宜推进“轮作换茬”

“水肥一体化”“农药减量增效”等
技术措施，发展大蒜、草莓等特色
种植。这些作物不仅生长周期短、
经济效益高，而且还能为当地群众
提供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的机会，进
一步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蒜薹飘香，丰收景象喜人。洲
头乡宗营村党总支书记洪凤珍说
道：“近年来，宗营村通过发展大
蒜等特色种植，不仅壮大了村集体
经济，还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

（通讯员 余宜胜 全媒体记
者 罗少坤）

蒜苔飘香采收忙 绿条生金丰收至

5月12日，怀宁县小市镇平坦社
区组织村民在黄桃基地铺设除草膜。

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大力发
展黄桃、紫薯、蓝莓等果树种植，
在丰富城乡“果盘子”的同时，大
大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有
力促进了乡村振兴。

通讯员 檀志扬 张瑞 摄

发展特色种植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