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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扎实做好春运安全管理
本报讯 通讯员周蜜、叶芳艺报道：1月11日，赤

壁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在高速公路出口、危险品
运输企业、赤壁北站、客运站等地悬挂宣传横幅，广泛
开展春运交通运输安全宣传。

为确保春运交通运输安全，赤壁市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大队开展一系列春运保通保畅、便民利民服务举
措，交通运输安全宣传就是其中一项。该执法大队还
针对城区出租车安全运行、服务质量的问题，约谈赤壁
市出租车企业负责人，要求提高春运期间服务水平。
在了解到赤壁北站“出租车排队难，候客车多通道少”
的实际情况后，积极协调多方，开通出租车双通道运行，
并设立醒目的指引标识，切实提高旅客出站疏散效率。

赤壁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表示，春运期间将
紧盯道路运输风险点，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加强道
路运输管控力度，广泛宣传警示提示，为人民群众欢度
新春佳节创造良好的道路运输环境。

羊楼洞茶文化生态产业园

打造文工旅融合现代园区
○ 通讯员 李杰 张美玲 吕鹏辉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发布了关于
确定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的公告，其中，
羊楼洞茶文化生态产业园榜上有名。该产
业园是一个集茶叶生产、科研创新、系统营
销、文旅融合于一体综合性产业园区。

“大势已至，未来已来”。走进园区，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国青砖茶未来实践
展示馆。该馆于2021年12月5日正式
开馆运营，展示面积5100平方米，是目前
国内唯一一个以文化奠基、科技展示、未
来体验型的综合性展示馆。

湖北青砖茶产业发展集团未来实践
展示馆工作人员潘锦慧说：“中国青砖茶
未来实践展示馆一共分为3个部分，第一
章叫做大势已至，主要讲述的是国礼茶

和羊来茶往的纪念砖，目前世界上最大
的一块青砖茶也在展示馆当中进行展
示，里面还包括我们践行‘十四五’期间
的一些规划；第二章叫开创未来，讲述的
是青砖茶现代化产业和科技的结合，利
用科技进行赋能，有数字茶园、数控发
酵，这个是我们和华中农业大学黄友谊
教授团队共同研发的；第三章叫做未来
已来，里面包括产品的整合、品牌的整
合，以及赤壁青砖茶功效的介绍、青砖茶
收藏价值的介绍等。”

中国青砖茶未来实践展示馆内，最
具科技化的便是大数据驾驶舱。在这
里，茶园茶树生长全程均可追溯，茶叶生
产线各项数据指标均公开透明，为“健康

茶”的生产提供了坚实保障。
“大数据驾驶舱里面有赤壁茶产业

以及茶叶的所有大数据，包括茶园的种
植、工厂加工制作以及日后的茶叶销售
状况，从茶园的‘一片叶’到我们杯中的

‘一口茶’进行全程管控和监测。比如说
茶园的种植系统，有土壤监测仪，可以非
常精确地监测到茶园土壤的湿度以及水
含量的情况，农民在家中就可以进行远
程监控和操作，根据湿度的不同来进行
浇水，对比传统的茶园，这样一个数字化
的茶园更能进行人性化和智能化的管
理。”潘锦慧说。

此外，整个园区还包含国内茶行业首
创的“茶银行”——洞茶木仓，国内最先进

的青砖茶生产线——清洁初制、清洁发酵、
清洁复制和自动化压制车间。目前园区茶
产品年产能达1.5万吨，年可接待游客30
余万人次，成为赤壁全域旅游“汤茶休闲养
生片区”核心组成要素，打造茶产业开发和
茶文化旅游开发的全新发展模式。

湖北青砖茶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来平安说：“茶发集团羊楼洞茶文
化生态产业园的融合发展项目是赤壁市
作为三茶统筹先行县域的试点，是咸宁
市打造武汉都市城市圈自然生态公园城
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地推动了乡村
振兴、汤茶一二三产业融合区的建设，填
补了赤壁市乃至咸宁市茶旅游、茶工业
的项目的空白。”

赤壁商务局

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刘铮报道：春节将至，岁寒

情深，为了让困难群众过一个快乐祥和、温暖幸福的春
节，1月9日，赤壁市商务局协同余家桥乡冷家湖村村
委会走访慰问该村困难群众。

“身体怎么样，您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赤壁
市商务局慰问工作组来到余家桥乡冷家湖村五保户、
低保户和在往年发生重大疾病的困难户家中，耐心询
问困难群众的身体状况，收集他们在生产生活中遇到
的困难，叮嘱他们要保重身体，有困难及时反映，赤壁
市商务局和冷家湖村村委会一定会全力帮助解决。

群众利益无小事，点滴枝叶总关情。下一步，赤壁
市商务局将继续关心关注困难群众生产生活，认真倾
听心声，了解意愿和诉求，以实际行动给困难群众带来
温暖和关怀。

赤壁国投集团

规范国企招标采购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王婷婷报道：1月4日，赤壁

国投集团组织11家市属国有企业召开招投标采购业
务工作会。

赤壁国投集团针对市属国有企业框架协议集中采
购有关事项进行了详细说明，邀请了赤壁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政府采购股业务骨干就框架协议的规范性要
求做专业辅导学习，进一步规范市属国有企业集中采
购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赤壁国投集团要求各市属国有企业必须严格遵守
框架协议采购的规范性要求，积极推进框架协议采购
平稳有序实施。

赤壁水建集团

防范安全生产事故
本报讯 通讯员申鸣报道：1月8日，赤壁水建集

团对集团在建项目进行安全生产全面检查，消除安全
隐患，压实安全责任，确保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持续
向好，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检查组先后对职业教育（集团）学校扩建项目、
2022年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十九标
段、龙佑温泉度假村提升改造项目、城镇小区配套幼儿
园装修项目、余家桥乡“擦亮小城镇”建设项目、青砖茶
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等施工现场的开挖基坑
（槽）、外立面施工脚手架搭设、拆除及高空作业等施工
安全管控措施，施工场地内各类管线、起重机械、特种设
备、电气安全、防火防爆安全分别进行细致检查，对危险
源进行辨识，共发现围挡设置不到位、占道施工时安全
警示标注牌未按规定摆放等影响安全生产隐患6个，均
现场整改到位，确保春节期间祥和、安全、零事故。

2022年12月以来，疫情防控工作步
入新形势，赤壁市人民医院病人持续激增，
面对巨大考验，广大医务工作者日夜奋战，
克服重重困难，用忘我的工作践行医者仁
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

1月6日，在赤壁市人民医院，医疗救
治“第一战场”急诊科忙碌异常。由于前来
就诊的病人急剧增加，分诊台、输液室、观
察室内，医护人员一刻不停，三步并作两步
往来于病人和各个诊室之间，打针、输液、
安排病床，给病人家属答疑解惑安抚情绪，
大家团结一心让科室保持正常稳定运转，
竭尽全力为患者服务。

面对激增的收治压力，赤壁市人民医
院不断优化诊疗流程、扩容资源，集中力
量，全力保障急救生命通道畅通，急诊科一
线医护人员克服种种困难，坚守一线。

“急诊的病人增加了很多，每天白天看
诊的病人数大概有500人左右，输液的大
概有300人，120急救车的出诊量30次以
上，很多医生都是带病上岗。医院给我们
急诊调配了其他科室的医护人员帮助，目
前病人都得到了有效的救治，抢救室每天
都像战场一样。对于危重病人，我们先采
取气管插管，然后护送到住院部。”赤壁市
人民医院急诊科负责人余海波说。

作为承担新冠病毒感染救治重任的感
染科，也是与疫情“短兵相接”的重要阵
地。随着一批又一批危重阳性患者入院，
感染科医护人员也接连出现身体不适，加
之病人身体情况复杂，护理难度大，整个科
室面临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刻和严峻挑战。

赤壁市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程玲说：
“高负荷的工作就是发热门诊，高峰期时有

七八百个病人全部涌进来，全是发热的病
人，我们医生、护士都是在这段时间集中的
感染，只有边退热边上班，实在撑不住了就
休息两天。很多医护人员很难受的时候，
不会想到难受，想到的是自己的工作岗位
缺了一个人，其他同志的工作量就会增加
很多。”

不断涌入的患者，敲响着警钟，感染科
全体医护人员积极面对，日以夜继开展诊
疗工作，用团结一心和恪尽职守，书写着医
者的责任和担当。

“我们科室的病人70岁以上的占了
60%。这次重症病人有几个特点：一是高

龄，二是基础病比较多。尤其是糖尿病病
人，我们通过药物治疗，然后要求家属对患
者进行俯卧位、半卧位的姿势帮助排痰。”
程玲说。

在这个特殊时期，对于重症医学科
（ICU）的医护人员来说，他们守护着的是
一道“生死之门”，要做的就是给予病危患
者各种生命支持，进行系统的综合性治疗，
希望通过共同努力，让患者早日转危为安。

ICU里的患者常常无法自理，需要医
护人员悉心照顾，加上各种有创操作，因此
重症医学科也是感染风险最大的科室之
一。疫情之下，重症医学科很多医护人员

也相继感染，科室减员现象明显，医护人员
的体力精力受到很大考验，但大家都是选
择坚守，守护着最后的“生死门”。

“科室人员最少的时候只有六个护士
在岗，感染了的护士也没有休息，坚持上
班，就算是上夜班的时候发高烧，用退烧药
也要把夜班上完。”赤壁市人民医院重症医
学科护士长李康说。

战在一线，是职责使命，更是担当奉
献。赤壁市人民医院全院上下齐心协力，
并肩作战，面对重症患者日益增加，病床日
益紧张的情况，为缓解救治压力，医院不断
调整接诊救治方案，全力统筹调配医疗资
源，规范患者收治，成立新冠病毒感染专家
巡视组，把医疗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病人，
努力守住患者生命线，确保救治与防控工
作高效有序运转。

“从12月上旬以来，随着国家对疫情
防控政策的调整，赤壁市新冠病毒感染相
关的病人不断增多，赤壁市人民医院呼吸
科门诊最高峰的时候，每天接诊病人超过
200人，留观输液的病人超过300人，最高
峰一天收治超过200人，在人力资源相对
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合理安排病区并组织
多途径的急救药品和医疗设备采购，做到
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根据国家联防联控机
制相关要求和赤壁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
室对我们分级分类救治的指导意见，现医
院留院的病人超过1000人，大部分都是老
年人和有基础病的危重病人，应该说医疗
救治任务还是相当严峻的，但是我们有信
心，在赤壁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坚强领导
下，以人民的健康为中心，一定能够圆满完
成医疗救治任务。”赤壁市人民医院党委
委员、副院长黄亚林说。

赤壁市人民医院

全力以赴保障患者救治
○ 通讯员 余晶 宋少琴

华润赤壁日曜渔光互补光伏项目

首批光伏组件并网发电
本报讯 通讯员昌文报道：1月5日，在赤壁市黄

盖湖，金色阳光在广阔的水面跳跃，整齐排列的光伏板
熠熠生辉，维护人员划着小船穿梭其中。

2022年12月23日，湖北最大的渔光互补光伏发
电项目——华润赤壁日曜350兆瓦渔光互补光伏发电
项目首批光伏组件在这里并网发电。

“这个项目集中使用了现有主流市场的所有光伏
支架形式，极具示范意义。”华润赤壁日曜光伏项目负
责人刘波说，华润赤壁日曜光伏项目的成功并网发电，
也将为华润电力后续光伏项目开发模式提供参考。

该项目占地面积7000余亩，总计安装424216块
单块容量为540瓦的单晶双面光伏组件，打下管桩总
长约60万米。全部并网发电后，每年将提供约4.6亿
度的清洁能源。

“与相同发电量的火电相比，每年可节约标煤
14.53万吨，节约用水190.90万吨，并减少火电站带来
的污废水和温排水等对水域的污染。”刘波介绍，在国
家“30·60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指引下，该项目作为
华润电力践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将实现土地综合高
效利用，以“光伏+水系治理+生态养殖+生态修复+生
态农业”相结合的“光伏+”大综合模式开发的项目。

“损毁多年的桥已修好了，现在村民出
行、农用物资运输既方便又安全，真的感谢
巡察组的同志。”近日，当赤壁市委第二巡
察组在该市官塘驿镇西湾村开展巡察整改
回访时，村民特意向巡察组表示了感谢。

2022年4月，赤壁市委第二巡察组进
驻官塘驿镇，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开展“巡镇带村”巡察，巡察组长和两名巡
察干部在西湾村进行实地走访时，群众反
映了西湾村王家桥损毁多年，影响村民生
产生活和出行的问题。

“2017年桥损毁后，人车过河困难，一
到夏天河里涨水，要绕二里多地才能过
河。”

“我驾驶‘小四轮’过桥时，连人带车掉

入桥下，摔成重伤，借了许多债，看了多家大
医院，才保住了性命。”见巡察组来了，村民
你一言我一语一吐桥毁后的不便和苦恼。

“道路安全是民生大事，决不能让损毁
的桥梁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走，看看去。”巡察组长当即决定。
西湾村王家桥座落在该村三组的西湾

河上，王家桥始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
一座跨径8米，宽5.1米的石拱桥，是目前
叶泉线上重要的交通桥，也是河两岸13个
村民小组415户村民出行的必经之路。由
于该桥建设时间长，缺乏维修保养，拱圈砌
体灰缝大面积剥落，拱顶处砌块受压碎裂，
桥面、护栏受损多处，人、车通行很不安全，
影响沿河两岸3750亩粮田耕种和群众出

行。村民曾多次向村委会反映，因重建费用
过大，均无果而告终。此桥便成为影响群众
出行的“堵心桥”，村民重修的呼声很大。

调查清楚情况后，巡察组按照“边巡边
改”的要求，即刻向官塘驿镇党委反馈情
况，要求镇党委立即整改。同时，巡察组协
调组织赤壁市发改局、交通运输局、官塘驿
镇党委、西湾村“两委”干部、村民代表等召
开联席会，讨论研究整改方案。

官塘驿镇、西湾村委会对损毁王家桥
及时向赤壁市交通部门进行立项申报，交
通部门迅速组织鉴定，确认此桥为危桥，并
拨款85万元，全权负责此桥拆除重建。新
设计的桥长13米，宽7米，安全性、稳定性
好。于2022年6月开工，在巡察组的监督

推动下，交通部门采取倒排施工计划、强化
安全生产保障、增派技术人员、加快施工进
度，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镇村负责占用地
协调，施工期间车辆通行和安全，经过多方
努力和历时7个月紧张施工，2023年元月
5日，这座昔日的“堵心桥”重建终于完工，
实现通车。

“新修好的桥不仅打通了村民回家的
路，也温暖了村民的心，成为联通党和群众

‘连心桥’。”提起这事，路过的村民都竖起
了大拇指。

“巡察不仅仅是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
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
问题，让巡察直抵‘神经末梢’，做到民有所
呼，巡有所应。”市委巡察办负责人表示。

建好“连心桥”温暖群众心
○ 通讯员 杨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