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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觉

为落实“十四五”健康中国建设要
求，筑牢基层健康网底，望江县于2024
年组建了一支由县医院牵头的巡回医
疗队。他们常年扎根乡村，将“医防融
合”服务送入千家万户，为乡村振兴筑
牢健康基石。

盛夏的望江乡间，“诊疗在身边”的
旗帜迎风招展。这支从消化道早癌筛
查起步的队伍，已发展为130余人的专
业志愿力量，穿梭于全县13个乡镇街
道，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村民
家门口，有效破解乡村健康服务“最后
一公里”难题。

在雷江村卫生室，望江县医院专家
与镇卫生院医护人员协同忙碌。“我们的
服务已全面升级为集诊疗、预防、健康管
理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县医院医务科副

科长詹结民介绍。便携的彩超机、心电图
仪等设备随队入户，实现“既精准治病，
更主动防病”。医疗队深度融入国家基本
公卫项目，累计为7个乡镇86个村近3
万名老年人建立并持续更新动态健康档
案，显著前移疾病干预关口。

“三伏天血压像日头，说升就升！”老
年医学科医师李晓宝用乡音叮嘱村民。
这是“医防融合”的生动缩影：卫生室“板
凳会”上，体检数据化为个性化健康处
方；凉棚下，自编顺口溜让血吸虫病防治
知识入脑入心。紧密联动提升了村医能
力，使随访更精准、宣教更透彻。

“雷池镇地处长江沿岸，夏季高温湿
热，血吸虫病、中暑、溺水风险高。巡回医
疗队带来专家资源和技术支持，极大地增
强了我们应对季节性常见病、多发病的能

力，是守护沿江百姓健康的及时雨。”雷池
镇卫生院院长袁文友深有感触地说。

队伍坚持“每周一村”常态化下沉，
联合乡镇卫生院同步开展诊疗与健康课
堂：17名骨干医师驻点10家卫生院带教
坐诊，提升基层“造血”功能；针对夏季风
险，重点加强防溺水及海姆立克急救法
宣教，护士现场示范；为老人体检时同步
进行“一对一”宣教；电话随访督促健康
行为，构建防治闭环。

2024年建立以来，该医疗队累计
开展基层服务70余场，惠及群众超万
人次，重点推进国家公卫项目老年人
体检报告解读和基层常见病防治宣
教。从专项筛查到全周期健康守护，这
面流动的旗帜持续为望江乡村振兴注
入健康动能。 （曹求求）

望江县巡回医疗队打通乡村健康“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望江县华阳镇立足本地
水资源优势，探索“以水兴业”模式，
通过发展生态水产养殖、水面特色种
植、水旅融合等产业，将“绿水青山”
转化为“金山银山”，为乡村振兴注入
强劲动能。

“生态水产”促增收

夏日炎炎，华阳镇磨盘村螃蟹养
殖大户彭玉高早早来到池塘边，忙着
查看螃蟹、抛撒饲料，观察那些“横行
霸道”的小家伙。

“这段时间气温高，每隔两三天就
要将蟹池里的水换一遍。”彭玉高将
螃蟹养殖基地周边的旱地改为稻田，
把塘内排出来的尾水用管道排入稻

田，再引进新的长江水，这样一来，
螃蟹因为长江水的“哺育”提高了品
质，又给稻谷增添了有机肥。据了
解，螃蟹养殖基地产出的螃蟹最高
能卖到每公斤 150元，比普通螃蟹价
格贵一倍。

近年来，磨盘村积极探索“蟹稻
共生”循环种养模式，形成“蟹肥促
稻绿，稻壮净水质”的生态闭环。这
片 180 余亩的蟹塘预计秋季丰收时
能带来 60 万元的收入，并带动周边
村民就近就业。

“水上田园”采摘忙

清晨，在华阳镇计渡村菱角种植
基地里，采摘人员正小心翼翼地穿梭

于菱角塘内，熟练地从水中拉起一株
菱禾，摘下藏于叶底的果实。采摘菱
角技巧性很强，在提起整株植物后，
眼手并用，轻轻摘下成熟的菱角，再
慢慢将植株放回水中，确保尚未成熟
的嫩果不受伤害、继续生长。菱角生
长环境颇为苛刻，偏爱温暖湿润、阳
光充足的平缓水域，正是华阳镇优质
的水资源及开阔的地势，给种植菱角
提供了先天的便利。

目前，计渡村菱角种植面积达
80 亩 ，亩 产 量 稳 定 在 3000 至 4000
斤，批发价每斤 6 至 8 元，每亩纯收
入超万元。这种“水资源+”模式，不
仅提升了水资源的经济价值，更让乡
村焕发新活力。

（伊婷 吴园园）

望江华阳镇：激活“水资源”赋能乡村振兴

望江县吉水街道深入查摆问题，扎
实开展访企入村，听意见、解难题，以实
际行动让学习教育见行见效。

近日上午10点，室外温度35℃，在
吉水街道清泉村道路升级改造施工现
场，机械轰鸣，大型灌装车辆正在对路
基进行混凝土浇筑。这条道路是村里的
主干道，路宽4米，弯道多，路面有破
损，存在安全隐患。在广泛倾听群众呼
声的基础上，吉水街道积极争取项目资
金300万元，将全长7公里的两条主干

道路面拓宽至6米，对其中的4.5公里水
泥路面进行升级改造。

“这条路是我们村里的一条主干
道，已经有十几年没有维修了，道路比
较窄，现在车子越来越多，我们多次向
街道反映，希望能把道路拓宽。”望江县
吉水街道清泉村村民苏丽说道。

吉水街道班子成员与群众面对面
交流，察民情、解民意，收集政策咨询及
兑付、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
的问题，并建立问题梳理、协调解决、意

见反馈链条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
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效
果导向，全力推进‘改进作风、访企入
村’专题行动，街道班子成员包村联企，
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助企解决难题。截
至目前，我们累计走访43家企业，82户
农户，收集问题32个，已办结28个。”望
江县吉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金彪说。

（金锋 王翔）

望江吉水街道：开门教育听民意 改造道路惠民生

推开望江县高士镇花园村吴家堂
轩厚重的木门，仿佛翻开了一本尘封
272载的史书。乾隆十八年（1753年）始
建的“礼让堂”，以飞檐翘角、五彩琉璃
无声讲述着时光的故事。这座占地450
平方米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其独
特的建筑风格与精美雕刻，成为高士
镇深厚文脉的耀眼明珠。

然而，明珠也曾蒙尘。随着村民迁
居城镇，加之岁月侵蚀，吴家堂轩一
度陷入窘境：木质构件腐朽，屋顶局
部坍塌，墙体裂痕蔓延。这份承载着
光阴重量的文化馈赠，在风雨飘摇中
静待转机。

转机在2024年年初来临。望江县
文化旅游体育局筹集15万元文物保护
资金，为吴家堂轩进行了专业维修。自
2025年3月开工，至6月修缮工程完美
收官，一场遵循“修旧如旧”原则的精
细手术悄然进行。匠人们以传统工艺

为针，以历史原貌为线，在最大限度保
留其独特古韵的基础上，审慎提升建
筑的安全性与舒适度，使其在当代生
活中延续使命。

“拆了实在可惜。”高士镇花园村
文保员吴根德的话语朴素却直抵人
心，“修好了，乡愁有地方安放，子孙
也能亲眼看看祖辈生活过的痕迹。”
吴家堂轩的焕新，正是高士镇为49处
古建筑精心“延寿”的缩影。近年来，
高士镇秉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
掘价值、有效利用”的新时代文保方
针，对辖区内古建筑逐一细致勘察，
量身定制保护方案。

从省级文保单位虎山“胡氏宗祠”
的巍峨重现到市级文保单位吴家堂轩
的精妙复原，高士镇在“修旧如旧”中
复原了古建筑的历史原貌。这一砖一
瓦地修复，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对
历史深情的郑重承诺——让城市肌理

中的旧日神韵不被湮没，在与时代的
对话中迸发出全新活力。

当青砖黛瓦重拾昔日光彩，当
推窗见山的悠然景致与抬头观星的
古老雅趣在村落中重新流淌，答案
已不言自明。守护这些镌刻沧桑的
传统建筑，就是守护乡村不可复制
的“根”与“魂”。它们不仅是村民情
感的深厚依托，更是地域文化的活
态载体。

修缮后的古建筑群，既弥漫着古
色古香的气息，又巧妙融入现代生活
的节奏，成为高士镇宜居宜游的亮丽
名片。这不仅让当地居民在此重拾属
于自己的记忆坐标，更敞开怀抱，邀请
八方来客沉浸于这片土地悠久的历史
底蕴与独特的乡土风情之中——在青
砖黛瓦间，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留
得住那缕化不开的浓浓乡愁。

（何应松 胡丹丹）

望江高士镇：木石能再续 得见旧时颜

从晨光熹微时，望江县城一处不
停电作业施工点，电力工人就穿上
厚重的绝缘服，戴上绝缘护目镜和
绝缘手套，有条不紊地按照作业步
骤开展带电接引工作。经过两个多

小时的轮班作业，先后完成 10kV 雷
阳 05 线新台区投运及负荷切改任
务，并通过新建线路联络，优化负荷
分配，有效解决了长期过载运行导
致的负荷不均问题。国网望江供电

公司将密切跟踪负荷变化，动态优化
电网运行方式，以更高效、更智能的
举措迎战夏季用电高峰，确保群众清
凉度夏、企业稳产无忧。

（龙畅 蒋雯怡 任学友）

望江：带电作业保民生

在望江县杨湾镇杨湾村一孵化
基地的育苗区，工作人员正抽取药剂
预备为小鸡接种疫苗。基地每年孵化

鸡苗近30万只、鸭鹅苗近10万只，年
产值达200万元，不仅填补了当地禽
类种苗供应缺口，更带动周边10名村

民稳定就业。如今，这里的种苗不仅
供应本地，还辐射至周边县区。

（舒根银）

望江杨湾村：“孵”出希望“养”出富裕

近日，望江县长岭镇赤湖村的辣椒
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基地里一片热火
朝天的采收景象。村民们穿梭田间，手

法娴熟地采摘着鲜椒，一筐筐火红的辣
椒，满载丰收的喜悦。据了解，赤湖村通
过盘活百亩“撂荒地”，使农户通过土地

流转收租金、基地务工挣薪金，实现“家
门口”就业增收。小小辣椒，正成为带动
当地增收的“火红产业”。 （陈臻）

望江赤湖村：“火红产业”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