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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医张玲：

□本报记者 郝媛 文/图

“村民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新春伊始，安顺各行各业的人们回到工作岗位谈新年打算——

人勤春早 干字当头

人勤春早，干字当头。春节假期过后，安顺各行各业的
人们投入新一年的工作，以“起步即冲刺、开局即争先”的劲

头，坚定信心、满怀希望，向着新的目标奋楫再出发。
驻村第一书记与村民携手促振兴，科研工作者继续开展实验探索，车间

工人在生产一线监测调试……本报记者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一线工作者们以
崭新姿态向着新年新目标奋进的生动故事。

“张嘴，‘啊’……嗓子发炎了。”近期流感频发，大西桥镇小寨村的肖昌
秀从云南旅游回来后感冒了，连续三天高烧不退。村卫生室的村医张玲用
手电筒仔细检查了她的喉咙，从药柜里取出药品后，开始为肖昌秀治疗。

2月8日早晨9点多，村卫生室内早已排上长队，张玲在几平米的就诊
室忙得不可开交。“我早上7点多就过来了，病人一个接一个，连口水都顾不
上喝。”她一边为病人听诊，一边说道，“到现在已经接诊了20多位患者。”由
于近期流感高发，加之春节期间返乡人员骤增，她正月初六就从六盘水老
家匆匆赶回，坚守在乡村医疗的第一线。

作为大西桥镇小寨村的“健康守门人”，张玲肩负着守护全村700余户
2000多位村民健康的重任。自2014年扎根乡村以来，她已在这片土地上
默默耕耘了11个春秋。日复一日，她为村民量血压、测血糖，为行动不便的
患者上门打针输液。

“记得饭后吃，一天三次。”“注意保暖，尽量避免去人多的地方。”在为
每位病人看诊、配药、打针的过程中，张玲总是不忘细心叮嘱。“张玲医生不
仅耐心，性格温和，态度也特别好。有时我腿脚不便，打个电话给她，她总
是骑着小电车赶来为我看病。”63岁的肖昌秀感慨道，张玲早已成为村民们
心中值得信赖的医生。

当记者问及这份工作的艰辛时，张玲微微停顿：“确实累。但既然选择
了这身白大褂，我就深知肩上担着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年，我要加
强对慢性病患者的长期跟踪与康复，还要加强培训，提高诊疗水平，为村民
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守护每一位村民的健康。”

新的一年，张玲更忙碌了。

一个个签名、一枚枚红手印、一声声挽留，让西秀区岩腊乡青杠坡村驻
村第一书记付开选继续留在村里，与大家一同奔产业、谋发展……这是发生
在2023年5月的一幕，那时，2年任期满的付开选准备回原单位（黎阳航空
工业集团）报到，众村民得知后，纷纷找到村委希望他留下，并向其单位递交
联名请求。最终，付开选留了下来，选择继续带领村民一起谋振兴。

今年是付开选在青杠坡的第4个年头。开年来，青杠坡村的民生实事
一桩接着一桩，先是修建完成群众期盼已久的篮球场，紧接着修缮了村集中
供水点设备，提高乡村饮水保障。驻村的这几年，为发展村中茶叶产业，付
开选在“娘家”的支持下，为村里争取茶叶加工设备，为茶叶加工厂申请资
质、注册商标、跑市场、联系消费帮扶。去年，青杠坡村茶叶种植面积680
亩，明前毛峰茶销售额达100万元，带动800人务工，发放村民采茶工资60
余万元，让村里实现茶叶增产，农民增收。

在支柱产业稳定发展的同时，2024年，付开选拓宽发展思路，看准青杠
坡村良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峰林云海”景观，与安顺日报社合作举办“走
进一百个美丽乡村”徒步活动，给村里增添了人气，提振村民发展乡村旅游
的信心。

“新的一年，我将带领干部群众继续奋斗，抢抓订单、拓宽销路，做优做
强茶叶产业。同时，不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高宜居环境，依托生态、风景
资源禀赋，带动摄影、写生等业态兴起，大力发展乡村康养产业，努力让乡亲
们日子越过越好。”付开选说。

驻村第一书记付开选：

□本报记者 李超然 文/图

拓宽发展思路，让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

2月8日，走进安顺市长寿欣新中药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身
着统一工装，忙而有序，烘干、净选、炮制、包装，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
景象。中药普通饮片车间内，车间主管刘菊正熟练地查看每一道工序，提
醒工人注意事项。

安顺市长寿欣新中药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中药饮片研发、生产、二
类医疗器械批发零售等为一体的科技型企业，2015年，刘菊来到长寿欣新
公司成为了一名包装工人。

在公司十多年，刘菊见证着公司的不断发展，自己也有了很大成长。
她积极学习中药材相关知识和加工技巧，通过细心观察和实践，向经验丰
富的老员工请教，逐渐从一个普通包装工人，成为对公司中药材饮片加工
每一道工序了如指掌的车间主管。

“平时主要是安排好车间工人各项工作，对各个生产环节的产品质量
进行把关，因此每个环节我自己既要会操作，还要能及时发现加工中的问
题及时调整。还有设备的运行，在维修师傅的指导下，我还学会对生产设
备进行简单的维修。”刘菊笑着说道，负责管理中药普通饮片车间的相关工
作后，责任也更重了。

“中药材炮制讲究火候与经验，差一分药性就不同，每一道流程都有可
能影响产品品质，作为生产中的关键一环，虽然我们只是一名普通工人，但
也不能马虎。手上有功夫，才能生产出好药材。”刘菊说，这些年，随着公司
发展，药材加工从原来的纯手工逐渐变成了半自动化，对工人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只有不断学习和提升技术水平，敢用、会用新技术，才能跟上时代
发展。

新的一年，刘菊的新年愿望朴实而又动人：“新的一年，希望继续和同
事们一起提高中药材加工的技术，利用在技术岗位上的所学解决生产难
题，在保证药效成分不流失的同时，提高产量和药材质量，助力企业提质
增效。”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节假期刚结束，安顺市农业科学院玉米所副所长
唐谷就以饱满的精气神投身到新一年的科研工作中。

唐谷介绍，2024年，安顺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科研工作取得可喜成绩，申
报的“贵州中西部山区高产优质杂交玉米品种选育创新与应用研究”项目荣
获省级科技进步三等奖。此外，审定1个杂交玉米新品种，立项省级科研项
目1项、市级科研项目3项，在西秀区蔡官镇、普定县白岩镇等开展玉米单产
提升示范500多亩，亩产达到700多公斤。

“在推进种业振兴、保障粮食安全大背景下，玉米科研工作还有许多需
要攻克的难关。”唐谷说，2025年，他将持续深入开展玉米研究和服务生产
工作，坚持提高单产和品质并举，具体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要加大玉
米种质资源创新利用，针对贵州生产生态条件，培育优质、高产、适应性广、
抗逆性强的玉米新品种；二是要加强生物育种技术的应用，充分发挥现有生
物技术实验室的作用，开展玉米抗旱耐瘠基因筛选以及生理指标鉴定等研
究，将研究方式从传统的田间观测向更深层次的生理生化和分子生物技术
层面转变，提升研究技术水平；三是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实施玉米单
产提升工程，建立玉米单产提升百亩连片示范基地，通过现场示范、技术培
训等方式，示范新品种、新技术，使科技成果尽快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玉米作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在玉米科研的道路上，每一次品种的改良、
每一项技术的突破，都关乎着粮食安全，承载着农民的希望。”唐谷表示，新
的一年，他将团结玉米科研团队继续推动玉米科研成果的涌现，为种业振兴
和保障粮食安全贡献新力量，助力全市玉米单产提升。

2月7日，春节的喜庆氛围还未消散，位于西秀区黄腊乡小黑土村的贵
州省田宝米业有限公司已奏响了复工复产的“春日序曲”。

走进厂区，现场机器声轰鸣不断，自动化生产线马力全开，一粒粒金黄
的稻谷经过烘干、脱谷、筛选等环节，变成了一颗颗莹白清香的大米，工人
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其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在忙碌的人群中，记者见到了公司总经理罗文帅，他正与工人把刚加
工好的大米，快速分拣装上物流车。

“春节期间，粮油市场需求旺盛，公司加班加点赶制订单，为市场供应
提供坚实保障。”罗文帅介绍，公司发展大米加工已有10年，有粗、精大米加
工生产线两条，年产能35000吨，产品有“河边人家”“金黔稻”等系列大米，
除了满足本地市场，主要销往贵阳、遵义、兴义、黔南、重庆等地区，2024年，
销售额3000余万元，产销率达100%。

“今年第一季度产能达1200吨，迎来了‘开门红’，为公司新一年的发展
开了个好头。”谈及新年愿望，罗文帅首先强调的是品质提升，将投入更多
资源用于优化生产流程，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大米产品。

“创新是公司发展的动力源泉，公司将加大研发力度，探索开发功能性
大米产品，通过对玉米、小米、高粱、糙米、荞麦等各类杂粮的组合，推出有
益健康的杂粮包装产品，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健康需求。”罗文帅说，公司
还将借助数字化技术，提升生产效率，优化供应链管理，降低运营成本。

在市场拓展和产值方面，罗文帅也有清晰的目标：“通过参加各类农产
品展销会、线上营销等方式，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进一步打开外地市
场，让我们的大米走向更多家庭，努力让公司的总产值能超过4000万元。”

公司经理罗文帅：

□本报记者 詹艳 文/图

优化生产流程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产品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西秀区大西桥镇蔬菜产业园区的“菜篮子”越提
越稳，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越来越多，不少“新农人”，积极加入
蔬菜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环节中，助力当地蔬菜销往全国各地，不断

“蔬”写致富新“钱”景。
张兆方就是这样一位“新农人”。2018年以来，作为蔬菜种植大户，他

积极发展精品蔬菜种植，并以蔬菜经纪人身份，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畅通蔬
菜市场销路，带动周边百姓务工就业。

2月7日，走进张兆方的蔬菜基地，只见各类蔬菜长势喜人。虽正值春
节，但在其冷藏库内，工人们生产不“打烊”，正忙着对白菜等蔬菜进行挑
选、分级和包装，而这些新鲜蔬菜将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广州等地。

“我们有170亩蔬菜基地，现在主要种植白菜、韭黄，过段时间还要种几
十亩冬瓜。市场拓宽后，我们自己种的菜根本不够卖，绝大部分蔬菜要从
狗场屯村及周边菜农那里收购。”张兆方介绍道。

曾经，张兆方到外省打过工，当过烤烟种植技术管理员，种过上百亩烤
烟，还种过两年山药。2018年，他开始跨入蔬菜行业，凭借多年丰富的经验
技术和对各地蔬菜市场行情的了解，成立黔优优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搭建蔬菜流通平台，引导村民错峰种植蔬菜。

“畅通销路后，菜农积极性大大提高。近年来，公司通过育苗供苗、技
术指导、产品回收等方式，带动周边近500户农户种植蔬菜达1000多亩。”
张兆方说，为推动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公司在田间铺设滴灌、喷灌设备，
发展设施农业；与贵大科研团队、农资化肥专家团频繁交流，解决技术难
题；修建育苗大棚和冷库，实现蔬菜全程冷链配送，降低损耗……

闯出新路子，种出“致富菜”。去年，张兆方的蔬菜基地仅白菜的产量
就有1200吨，其公司蔬菜销售总额近500万元，带动稳定务工15人，季节
性务工5000人次，发放务工工资50多万元。“新的一年，我将带领更多的农
民参与到蔬菜种植中来，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经济活力。”张兆方说。

车间工人刘菊：

□本报记者 郭黎潇 文/图

努力提升技术助力企业提质增效

科研工作者唐谷：

□本报记者 李伟 文/图

研发更多创新技术提升全市玉米单产
编者按：

“新农人”张兆方：

□本报记者 吴学思 文/图

“蔬”写致富新“钱”景

人勤春早争朝夕 干字当头启新程
□伍水清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正是奋发有为的好时节。在广袤的田野上，农民挥
锄破土播撒希望；在繁忙的车间里，工人开足马力赶制订单；在科研实验室中，
团队争分夺秒攻克难关……黔中大地处处涌动着“人勤春早、干字当头”的奋
进气象。

“春若不耕，秋无所望。”新一年的征程已经开启，各项任务目标已经明
确。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我们需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投
入到干事创业的伟大实践中去。人勤则业兴，只有每个人都动起来、干起来，
才能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干”字当头，就是要树立实干导向，弘扬实干精神。我们要坚决摒弃坐而论
道、空谈误国的思想，把心思用在想干事上，把本领放在会干事上，把目标定在干
成事上。无论是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还是解决民生
实事难事，都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用实际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

当前，正值春光大好，我们要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以雷厉风行的执行力，
迅速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去。要敢于啃硬骨头，勇于涉险滩，以钉钉子精神推动
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人勤春早，时不我待。让我们以“干”字当头，凝聚起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以实际行动推动安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让我们在春天的田野上播种希
望，用汗水浇灌收获，共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顺篇章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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