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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野） 为纪念
“5·12”国际护士节，充分激发护理工
作者的热情，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服
务，促进护理工作全面持续发展，5月
12日，安顺七十三医院在虹山湖公园
广场开展关爱健康义诊活动。

活动中，参加此次义诊的内科、

骨外科、中医科等科室的专家为广
大市民提供免费健康咨询问诊、基
础检查诊断、日常用药指导及健康
生活建议等，护理人员为市民测量
血压血糖、发放节日纪念品。此次
义诊服务市民 600 余名，获得了市
民一致好评。

本报讯（陈红昌 记者 唐国栋）
5月11日，西秀区开展“5·12”国际护
士节活动，表彰在护理工作岗位上作
出突出贡献的先进模范人物。

活动现场，文艺演出气氛热烈。
由护理人员编排的诗歌朗诵《我是护
士》、急救操舞蹈《跟我学心肺复苏》、
手势舞《七步洗手舞》等多角度展示
了医院护士们的职业风采。

“小时候在书本上认识了南丁格
尔，在心中萌发了理想的种子，立志
做一名合格的护士，用自己的耐心、
细心,去关爱每一位患者。”西秀区人
民医院主管护师、护士长徐佩佩告诉

记者。
“在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祝我

们的老师与前辈节日快乐。”在西秀
区人民医院急诊科，两位正在实习的
护士何清清、黄福琴用真诚的话语向
他们的带教老师和前辈送上祝福。

本次活动为优秀护士长、优秀护
士、带教老师、带教护士长、带教科室
和在一线奋战30年的护理人员等进
行表彰和颁奖，旨在弘扬先进典型，
发挥示范作用，引领全区广大护理工
作者以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
感、饱满的工作热情推动全区护理事
业发展，当好新时代的“白衣天使”。

西秀区开展“5·12”国际护士节活动

安顺七十三医院开展“5·12”国际护士节义诊活动

本报讯（记者 蒋天瑜） 5月12日，
我市2024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
活动在普定县举行。今年防灾减灾宣传
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着
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

此次活动由安顺市减灾委员会

办公室、安顺市应急管理局、中国人
保财险安顺分公司主办，普定县减
灾委员会办公室、普定县应急管理
局承办。

活动现场，消防、燃气、矿山救护
大队等相关工作人员宣传介绍各类

突发事件特点和危害，普及灾情险情
的判别要领、防灾减灾的基本技能以
及应急逃生、自救互救的基本常识，
演示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处置方法、
采用的各种应对措施等。演示结束
后，现场还开展宣传咨询活动和救援

设备展示。
此次宣传活动，共计发放宣传资料

15000册，现场接受群众咨询2000余人
次，进一步普及推广全民防灾减灾知识
和避灾自救技能，增强了群众的防灾减
灾意识。

本报讯（记者 桂传念） 5月12日，
平坝区组织在城区开展2024年全国防
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设置展板，向过
往群众展示常见自然灾害及防范措施；

发放宣传资料、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向
过往群众讲解地质灾害、汛期安全、生态
环境灾害、火灾燃气泄漏等常见自然灾
害知识及自救互救措施。

据悉，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着力提升
基层防灾避险能力”。通过举办集中宣
传活动，不断增强广大群众防灾减灾的
安全意识，让他们掌握在危险中迅速逃
生、自救、互救的基本方法，进一步提升

群众避险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当天，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防灾减

灾宣传图册8000余份、宣传用品5000
余份，展示各类宣传展板15块，现场提
供防灾减灾知识咨询服务80余人（次）。

平坝区开展2024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

为什么做志愿者？为什么坚持无偿
献血？她坚定地说：“帮助别人，快乐自
己。”从一名外来客到“最美安顺人”，她
默默无闻地为社会、为他人付出，用自己
的行动诠释着人间大爱。

林碧红是无偿献血志愿者、安顺快
乐公益协会志愿者，先后获得国家卫健
委等三部委授予的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铜奖、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四星级志
愿服务奖，荣获“西秀区最美抗疫志愿
者”“安顺市最美志愿者”“安顺市无偿献
血先进个人”等称号，2023年年底获得
了安顺市道德模范暨第十届“最美安顺
人”荣誉称号。

初见林碧红，她正在安顺快乐公益
协会的办公室里忙碌着。2007年因经
商来到安顺定居，2016年加入安顺市红
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后又成为

安顺快乐公益协会的一名志愿者，8年来
她一直坚持无偿献血、义务宣传、播撒爱
心，热心公益事业从未停歇。

“每献一次血，就可以让一个病患得
到及时救助。”林碧红说，每次献血心里
都会充满一种自豪感，不仅自己参加无
偿献血，林碧红还积极宣传动员自己身
边的亲朋好友加入到无偿献血的光荣队
伍中来，为安顺市无偿献血事业作出积
极贡献。8 年来，林碧红献血总量达
10000多毫升。

除了无偿献血，林碧红积极参加山
区乡村学校助学，慰问看望留守老人、未
成年人，助力乡村振兴等公益活动。8年
来，她已累计拿出10万余元资金投入到
各种公益活动中。

“作为一名商人,取之于社会,也应
该回馈于社会。平时除了打理店里的生

意和照顾家人，其余时间都用来做公益，
家里人也非常支持我。”林碧红说，不管
什么时候，只要看见身边有需要帮助的
人，她都会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她的
善举还感动了无数人，也成为了助人为
乐的典型代表。

2020年面对割腕轻生的少女，林
碧红毫不犹豫撕开自己的衣服为其紧
急包扎和急救，最终少女等到医护人
员而得救；2021年面对中年妇女突然
倒地不省人事，林碧红立即对其进行
心肺复苏，经过20分钟急救，妇女有了
意识并入院治疗；
2023 年面对骑车
女子摔倒在地，林
碧红利用在红十字
会学习的急救知识
对伤者开展急救，

待伤者逐渐清醒后，又积极协助120急
救中心的医护人员把伤者送上车，后
才放心离开……

“见义勇为救助他人也是我的本能，
因为我是一名红十字救护员，看见突发
倒地不起的患者，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救
人，生命高于一切。”林碧红说。

从开始做公益到现在已经有 16
个年头，林碧红以满腔的热情和乐于
奉献的精神，一直在做公益的路上，发
着自己的一份光和热，奉献自己，温暖
别人。

5月10日，记者在虹山湖公园看到，个别游客在游玩时踩踏草坪，破坏
了和谐美景。 □本报记者 摄

初夏时节，枇杷飘香。走进普定
县定南街道夜郎新村，成熟的“大五
星”金灿灿、黄橙橙，十分诱人，果农
们正忙着采摘、售卖，田间地头一派
繁忙景象。入园采摘的客人、采收枇
杷的果农穿越在果园里，传来阵阵欢
声笑语。

据了解，该村的枇杷产业经过10
余年的发展，4月中旬以来，枇杷逐渐成
熟，6000多亩枇杷开始了第一批鲜果
的采摘。

该村休闲广场成为了枇杷交易
的临时市场，车水马龙，水果商们开
着大货车前来村里装运枇杷。群众
沿街摆起小摊，一框框、一堆堆金灿
灿的枇杷，吸引很多来往的车辆停下
来选购。

在该村种植户杨吉苏的枇杷林
里，一家人忙着采摘枇杷，并按果子的
大小进行分类销售。“我们家一天能摘
300多斤，收入2000多元。”杨吉苏笑
着说。

杨吉苏家种有10多亩枇杷，每到
枇杷成熟期，全家都穿梭在枇杷林中。

“我们家的枇杷分三批成熟，现在我们
摘的是第一批，它的分隔期大概在一个
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就可以摘第二次。”
杨吉苏的儿子杨开开说道。

据介绍，夜郎新村的枇杷都是农户
自己种植，从最初的小面积到如今集中
连片，枇杷的种植规模在逐步扩大，村
民尝到了甜头后，发展劲头更足了。

“一棵树产枇杷50斤，按照目前的

价格，大果小果综合起来平均每斤5
元，一棵树就有250至300元的收入。”
夜郎新村党支部书记张选廷介绍道。

“我家种植了10多亩枇杷，每天早
上可摘200斤左右，批发价在每斤5至
6元。”种植户李志成高兴地说道。

目前，夜郎新村主要种有大五星、
长虹两个枇杷品种。由于该村紧邻夜
郎湖，海拔低，山丘多，日照强，栽种出
来的枇杷果品好，水分足，糖分高。每

年这个时候，来自各地的水果商开着小
货车前来收购枇杷，形成了一个临时的
交易市场，这里的枇杷鲜果成交量每天
在30吨左右。

据介绍，夜郎新村共种植枇杷
6000余亩，亩产收益达16000元，年产
量达 600 万斤，年产值约为 3000 万
元。全村种植枇杷的农户共468户，帮
助解决就业936人，实现2000余人增
收，村民的生活也像那一串串金黄色的

枇杷，甜进了日子里。
“依托于夜郎湖这个特殊环境的地

理优势，我们村从2009年100多亩的
枇杷发展至今已达6000亩，枇杷产业
已经成为了村里的主要产业之一，既有
了绿水青山，也实现了金山银山。”张选
廷表示，接下来，夜郎新村将加大配套
设施的建设，为客商和农户提供更好的
交易场所，让农户种得好，卖得出，品质
能够得到更大的提升。

围绕围绕““四新四新””主攻主攻““四化四化””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定南街道夜郎新村：

6000亩枇杷香 果农心里甜
□本报记者 鲁开伟 文/图

时下正值刺梨花开时节，走进紫云
自治县宗地镇德昭村金刺梨种植基地，
放眼望去，成片的金刺梨树上正盛开着
一朵朵娇艳的刺梨花，几名村民正在对
金刺梨进行管护。

近年来，德昭村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气候优势，紧紧围绕产业增效、群众增收
目标，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

刺梨种植产业，累计种植580亩。
“为管护好金刺梨，我们多次邀请金

刺梨种植技术人员为村民们作种植管护
技术培训，努力把刺梨产业打造成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德昭村党支
部书记姚福赢说，德昭村种植的金刺梨
由村级合作社统筹种植管护、采摘销售，
获得利润壮大村集体经济。农户通过土
地流转费和基地务工增加收入。

据了解，今年是德昭村金刺梨产业
丰收的第3年，预计可采摘金刺梨3万斤，
以最低每斤2元计算，预计产值6万元。

宗地镇德昭村：

金刺梨种植助民增收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果农正在分类挑选枇杷果农正在分类挑选枇杷

本报讯（记者 唐琪） 近日，安顺
经开区举办2024年健康细胞建设业务
培训会，全区各机关单位、新型社区、学
校、卫生院等共计192余名代表参加。

培训会对相关规范文件进行了详
细解读，并邀请安顺市疾控中心专业
人员为参训人员进行了系列专题培
训。培训内容涵盖了健康乡镇、健康
社区、健康家庭（新市民健康新生活）、
健康学校、健康幼儿园、健康机关和无
烟党政机关、健康企业、健康促进医院

建设等多个方面。培训不仅包含了丰
富的理论知识，还分享了丰富的实践
经验和案例，为参训人员提供系统学
习机会。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收获
颇丰，既增强了他们对健康细胞建设的
认识和理解，又为他们提供了实用的工
作方法和策略。他们表示将把所学应
用到实际工作中，保障辖区人民群众身
心健康，努力推动安顺经开区健康细胞
建设工作取得新成效。

安顺经开区举办2024年
健康细胞建设业务培训会

曝光台

我市举行2024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

近年来，关岭自治县交通运输局
扎实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进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工程，严
把工程建设质量关，做好危桥改造的
各项工作。

该县坡贡镇水韵村共有人口3816
人，河对岸是镇宁自治县扁担山镇，两
地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只能依靠木趟桥、
坪寨大桥来往，而这两座桥梁经鉴定
后，属于四类危桥，严重影响两岸群众
出行安全，阻碍经济发展。

今年4月初，该局积极组织人员对
木趟桥、坪寨大桥2座危桥进行改造建
设，解决群众出行难题，保障群众出行
安全。

“这两座桥鉴定是危桥后，我们到
河对岸只能绕远路，出行非常不方便。
现在两座桥要进行改造，加宽加高以后
安全有保障，出行也方便，所以大家都

非常期待两座桥改造完毕。”水韵村村
民杨林鑫笑着说。

在木趟桥施工现场，机械的轰鸣声
和钢筋的切割声此起彼伏，施工工人们
互相配合，或手持工具，或操作机械，各
项工作紧张而有序。

“桥梁下部结构桩的4个桩基础已
施工完毕，目前进行的工序是上部脊梁
钢筋加工施工。”关岭交通运输局坡贡
镇公路养护站站长杨金高表示，项目的
实施既提升了交通供给能力和服务水
平，又更好地发挥了农村公路的功能，
充分释放沿线交通需求，有效降低群众
出行时间，保障出行安全。

据了解，拆除重建的木趟桥全长为
64米，桥面净宽6.5米；坪寨大桥全长为
56米，桥面净宽7.5米，此次两座危桥改
造项目总投资648万元，预计7月底全
面完成建设。

关岭交通运输局：

全力推进农村公路危桥改造
□本报记者 高智

“帮助别人 快乐自己”
——记安顺市道德模范暨第十届“最美安顺人”林碧红

□本报记者 胡典
踩踏草坪不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