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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莲、李凤莲姐妹俩乘坐着轮椅，
显得苍白无力。她们年逾八旬的母亲，
白发苍苍，仍在为患软骨病的姐妹俩清
洗一次性护垫。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味
道……

5月26日，在官塘驿镇十八里畈村，
“城市志愿乡村行”项目组的志愿者再次
来到软骨病患者李锦莲、李凤莲家时，眼
前的景象，无不让志愿者动容。

“一次性护垫怎么还要清洗呀？”看
到老人在清洗一次性护垫，志愿者不解
老人的做法。

“每年纸尿裤要花一万多块，老麻烦
你们，我心里过意不去。”老人说。

红心志愿服务队队长陈胜祖赶紧让
志愿者们把纸尿裤搬了出来，送到姐妹家
中，他宽慰老人说：“为姐妹着想，该要用

纸尿裤的，还是得用。以后关心姐妹的人
会越来越多的，您也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赤壁市志愿者协会红心志愿服务队
“城市志愿乡村行”项目组每年多次组织
志愿者来看望患有软骨病的姐妹俩，每次
都带些米、油、纸尿裤等生活物资，也资助
了姐妹俩所需要的轮椅、卧床。这次，志
愿者又买来了40包纸尿裤，部分志愿者
还从口袋里掏出现金递给姐妹俩。

陈胜祖表示，八旬母亲几十年如一
日照顾身患疾病的两个女儿，承受的痛
苦和生活的艰辛难以用言语描述，但可
以肯定女儿是她生活的精神支柱。红心
志愿服务队会一如既往地关心关爱姐妹
俩，希望能有更多的社会人士加入这个
爱的组织，参与关心关爱活动，用善的力
量传递一份温暖。

病魔无情 人间有爱
○通讯员 胡新华 李爱莲

今年3月，赤壁市人民医院高压氧中
心投入运行，配备有可同时容纳12人治
疗的高压氧舱，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高压氧治疗带来的疗效。

5月23日上午八点半，赤壁市人民医
院高压氧舱迎来了第一批治疗患者。他
们在医护人员指导下，戴上面罩吸氧，而
舱外医护人员则实时通过对讲系统与患
者进行交流，精准调节舱内压力和氧气流
量，监测患者状态。

高压氧舱外形像一艘小型潜艇，舱内
设有高档座椅、空调、录像监控系统、对
讲系统等，干净敞亮、温馨舒适。高压氧
治疗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环境中，吸入
高浓度的氧来治疗疾病的过程，是无创
伤、无需药物的“绿色治疗”，只需1小时
30分钟患者就能完成1次治疗。除治疗

疾病外，高压氧治疗还具有一定的养生保
健作用。

“我们这里主要是偏瘫、脑出血、突发
性耳聋的患者比较多一点。高压氧的治
疗可以增加机体的氧含量，促进机体的代
谢，提高细胞活性，加快新陈代谢，改善血
液循环。”该院神经内科主管护师饶宇静
说，“对女性患者，还可以增加皮肤的营
养，增强皮肤的弹性，减少皱纹；学生在缺
氧的状态下，记忆力和计算力是会下降
的，补氧能够迅速恢复血氧浓度，增强大
脑的供氧，提高学习及考试的能力。”

赤壁市人民医院下一步将把高压氧
治疗与医院多学科进行结合，推动形成更
加完整的系统、专业有效的重症康复诊疗
技术，为患者提供高品质的医疗服务，为
广大市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高压氧中心投入运行
○通讯员 张美玲 陈影 郭心雨

当下，正是小龙虾盛产的好时节。位
于官塘驿镇独山村的大江小龙虾垂钓基
地，凭借其集“钓、尝、购”于一体的农业体验
式旅游，成为市民节假日期间出行的新宠。

该基地占地面积达200亩，以小龙虾
养殖为主，通过抖音引流、现场钓虾、体验
农家乐、直播带货等形式，拓宽“线上+线
下”销售渠道，延伸小龙虾产业链，激活乡
村农旅产业新业态。

基地负责人方大江说：“去年基地年
收入达到了20万元，今年在电商平台的
助力下，有望实现更大的突破。”

亲子互动“趣”钓虾

5月23日，走进基地现场，游客们围

坐在田埂和水塘周围，每人配备一杆、一
网、一桶与“张牙舞爪”的小龙虾们展开耐
心与技巧的“比拼”。

“妈妈，妈妈，快看这是我刚刚收获的
战利品，两大一小共三只小龙虾呢！”一位
小男孩开心地向其母亲展示道。

据了解，大多数游客都是以家庭为单
位前来，其中带小朋友来体验的居多。

家长刘女士说：“趁着假期带小孩出
来钓龙虾，既能让孩子走出家门远离手
机，又能让他体验爸爸妈妈儿时的娱乐活
动，十分有意义。”

围炉烹虾 尝“农”味

比钓小龙虾更快乐的事情，当然是品

尝自己通过努力钓到的小龙虾。爆炒虾
尾、油焖大虾、清蒸大虾，一顿小龙虾宴新
鲜出炉。游客们三人成群、五人成伙，自
由组成“饭搭子”，品尝美味龙虾的同时，
还能吃到正宗的“土”猪肉和山里的腊货。

大家纷纷表示，在这里不仅可以享受
到垂钓的乐趣，还能品尝到新鲜美味的小
龙虾，更有机会体验露营、采摘等多样化
的农业休闲活动，令人流连忘返。

据悉，在五一小长假期间，该基地迎
来了客流高峰，每日接待游客数量超过
1000人，日收入更是达到了上万元。

电商赋能 添活动

近年来，官塘驿镇依托丰富的自然资

源禀赋，大力发展电商“新业态”，助力乡
村振兴的同时，也带动了农旅融合发展，
为镇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基地负责人方大江说：“电商平台的
流量巨大，且用户群体广泛，非常适合推
广小龙虾垂钓等农旅项目。通过精心策
划的短视频和直播，钓场成功吸引了大量
游客前来体验，同时也带动了特色套餐的
在线销售。”

随着电商平台的不断发展和普及，小
龙虾垂钓基地等农旅项目正迎来新的发
展机遇。下一步，官塘驿镇将继续立足自
然资源禀赋、依托电商新业态，打造更多
具有地域特色的以农旅业为主的田园综
合体。

官塘驿镇：小龙虾产业活力十足
○通讯员 李海涛

本报讯 通讯员高璋琦报道：5月21
日“国际茶日”，CCTV4《中国舆论场》推
出新媒体特别节目《有滋有味中国茶》，
以直播形式向观众展示中国茶的独特魅
力，赤壁青砖茶作为中国黑茶的代表，被
栏目重点关注，推介赤壁青砖茶的传承与
发展。

赤壁青砖茶历史悠久，公元1006年
宋景德年间，开始出现紧压茶、砖茶。
1843年，世界上第一块机制青砖茶在赤
壁羊楼洞问世。赤壁羊楼洞这座千年古
镇因出产青砖茶驰名中外，是“万里茶道”
源头之一，承载着数个世纪以来丰厚的历

史积淀与文化涵养，形成了独特的“羊楼
洞砖茶文化”。

近年来，赤壁市依托茶科技为产业赋
能，不断提高茶品质、保障质量安全、研发
新产品、发掘新功能。如今的赤壁青砖
茶，不仅有传统的长方形和圆形紧压青砖
茶，还推出了巧克力型、颗粒型的“轻”砖
茶，研发出了赤壁青砖奶茶等产品。赤壁
青砖茶正以其时尚化、年轻化的理念，吸
引着追求方便快捷的茶文化爱好者选购，
拓宽着青砖茶消费的年龄边界和人群。

5月21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中
心推出《有滋有味中国茶》新媒体直播。

《中国舆论场》栏目组与技术团队通力配
合，完成了一场持续六小时的直播。节目
邀请了包括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文
明杂志社社长娄晓琪、浙江省非物遗径山
茶炒制技艺传承人周方林、世界中医药学
会联合会国际联络部主任王晶等各方面
专家和海外知名网红路明，从传统文化、
海外传播、健康养生等多方面宣介中国茶
文化。

本场直播全网观看量150万人次，
CCTV4和湖北十堰广电、咸宁日报、潮州
电视台、安吉发布等地方新媒体矩阵参与
直播，宣传效果明显。

本报讯 通讯员李玉华、赵珍报道：
近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赤壁青砖
茶国际体验馆内，一场别开生面的“北外
滩下午茶”沙龙活动精彩上演。本次活动
以赤壁青砖茶为纽带，吸引了企业社团、虹
口区及赤壁市等各方精英共计100余人，
共襄盛举，探寻合作机遇，推动产业交流。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流程丰富多彩。虹
口区江湾镇街道、赤壁市人民政府相关领导
参加，共同见证了招商引资推介、揭牌授牌、
聘书颁发以及签约仪式等重要环节。与会
者对赤壁青砖茶及其背后的商业潜力表现
出浓厚兴趣，积极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

活动期间，赤壁青砖茶国际体验馆荣
获多项授牌，包括“社团组织茶友俱乐部”

“国展中心下午茶”以及“上海市青浦区学
生茶艺联盟校外实践基地”。同时，赤壁
市茶叶协会还授予上海市徐泾第一小学
为“赤壁青砖茶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进
一步推动茶文化在青少年中的普及。

在签约环节，多方达成战略合作协
议，为未来的共赢发展奠定了基础。活动
结束后，与会嘉宾参观了赤壁青砖茶国际
体验馆，通过亲身体验，更深入地了解了
青砖茶的魅力。大家围绕如何借助这一
独特资源拓展更多产业、市场和合作伙伴

的链接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未来的发展充
满期待。

此次沙龙活动不仅推动了虹口区和
赤壁市在投资领域的深度合作，更为中外
企业搭建了一个全新的交流合作平台。
未来，双方将继续携手推动区域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共同书写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作为湖北在上海进博会的首个会客
厅和工作站，赤壁青砖茶国际（上海）体验
馆自2021年开馆以来，已充分利用国家
会展中心这一国际化交流平台，成功举办
了百余场对外交流活动，累计参与人次达
2万余人。

“北外滩下午茶”沙龙

共谋赤壁青砖茶产业合作新机遇

小切口 大变样

赤壁实施城市品质提升工程
本报讯 通讯员周蜜、王丽燕报道：5月24日上午，在

赤壁市东洲大道廉租房旁，笔者发现原先杂草丛生、设施陈
旧、绿化缺失的荒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口
袋公园”。

公园虽然面积不大，仅有1316平方米，却设置了儿童钻
爬区，添置了滑滑梯、跳跳床等各种儿童喜爱的设施，吸引了
不少家长前来遛娃。正在树荫下纳凉的刘阿姨笑呵呵地说：

“家门口可算是有块遛弯带娃的地方了，一下子热闹了不少。”
“这个口袋公园是赤壁城发集团投资建设的城市品质

提升系列工程之一，于去年12月份开始施工，经历两次冻
雨恶劣天气后终于在近日建成开放。”项目负责人邓伏领介
绍，今年赤壁还将继续推进城市品质提升工程，通过口袋公
园项目建设，不断优化人居环境，以“小切口”实现城市品质

“大提升”，让城市变得更美丽更宜居。

赤壁税务局

开展绿色税费普及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朱梦和报道：近日，国家税务总局赤壁

市税务局组织青少年学生参观三峡实验坝展览馆，了解三
峡大坝建设的背后故事，提高生态文明意识。

活动中，税务干部带领学生们详细参观了解了陆水枢
纽工程的整体概况及建设过程，讲解了长江与陆水河、三峡
大坝与陆水枢纽工程之间的关系，并介绍了资源税、环保税
等绿色税费制度和生态发展的关系，通过税收政策引导、监
督沿江企业实行绿色转型，守护一江碧水，还大自然一个绿
水青山，给老百姓一个美丽家园，引导学生们要爱护水资
源，保护长江生态环境。

“通过参观学习，我不仅了解了陆水枢纽工程的意义，
还学习了一些税收知识，国家通过制定绿色税收政策保护
长江之水，保护大自然，我回去后会向我的爸爸妈妈与同学
说，一起保护好水资源，让母亲河更清更美。”赤壁市第二实
验小学五年级学生谢琯说道。

赤壁助学公益团队

用爱温暖“星星的孩子”
本报讯 通讯员周蜜、张美玲、黄河报道：5月27日上

午，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赤壁市壹点爱助学公益团队
的志愿者们身着红马甲，带着水果、牛奶等爱心大礼包来到赤
壁市特殊教育学校，提前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慰问与祝福。

当志愿者把爱心大礼包送到孩子们手中时，一张张稚
嫩的小脸上洋溢出兴奋的笑容，一声声此起彼伏的谢谢是
对大家最好的鼓励。随后志愿者们开展义务剪发活动，为
孩子们解决“头”等大事。

看着这群来自“星星的孩子”，志愿者柯璐感慨道：“之前
我们资助了中伙铺镇一名叫‘静茹’的困难家庭女生，去年她
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高中了，我们决定在特殊教育学校的孩
子中挑选一位继续资助，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的‘静茹’被
看见、被资助，也希望我们公益助学的队伍越来越强大。”

赤壁市壹点爱助学公益团队是长期活跃在赤壁市的一
个志愿者组织，团队坚持定期通过开展募捐购买相应的物
品或物资，以不同形式开展爱心助学志愿者活动。

赤壁“两山模式”

开出粮药共生“好药方”
本报讯 通讯员刘念、刘丹报道：5月26日，在赵李桥

镇两山中药材百花岭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正头顶烈日，在田
间为连片套种的丹参、瓜蒌、防风等中药材及玉米进行除草
管护，忙得热火朝天！

“这个中药材基地就是流转的我们村里的土地，农闲时
我就到基地打工，帮忙栽种、除草、下肥等，每天能挣150
元，还能顾到家里，蛮好的！”百花岭村村民谭和香边除草边
乐呵呵地说。

在种植基地，像谭和香这样的村民还有6人，通过土地
流转“得租金”，就近务工“赚薪金”，挣上了“双收入”。

为探索绿色产业发展，赤壁市两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两山模式”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该基地由子公司赤壁
市绿色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赤壁市创先种植专业合作
社以项目合作的方式合资建设，以农作物套种中药材的种
植方式运营，种植面积143亩，总投资100万元。

“在玉米地套种中药材，在管护玉米的同时一并管护中
药材，实现‘粮’‘药’共生。”赤壁市绿色产业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中药材种植项目负责人徐元华说：“我们将认真种植
好、管理好、发展好中药材套种产业，总结好经验，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产业发展方式，开出群众增收‘好药方’。”

赤壁“西瓜村”

迎来成熟采摘期
本报讯 通讯员吴杰报道：进入初夏，赤壁市赤壁镇东

柳村的大棚西瓜迎来了成熟采摘期。
日前，东柳村创先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西瓜大棚里，一个

个肚肥腰圆、色泽鲜亮、分外诱人的西瓜掩映在藤蔓之间，
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过秤、装运，一片丰收喜悦的景象。

该村目前种植的西瓜主要品种为佳秀和美都，亩产量
可达八千斤左右。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种出来的西
瓜个头匀称、糖量高、水分足，深受消费者喜爱。为了保证
西瓜的品质，该村投资新建了2000㎡的智能温棚，采用智
能化管理，保证每个西瓜都能达到最佳口感。

东柳村是远近闻名的“西瓜村”，该村紧紧围绕“一村一
品”，实施以市场经营为主导、村集体经济组织引导、合作社
专业化管理、农户入股合作参与的发展模式，带动村民大力
发展大棚西瓜。现建有西瓜大棚1550个，西瓜基地520多
亩，年产值600多万元，可带动周边120多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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