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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
的关键时期，泸西县广大农户抢
抓农时备春耕，广袤的田野上一
幅生机盎然的春耕画卷正徐徐
展开。

走进三塘乡的田间地头，农
户正忙着栽种雪莲果，理墒、打
塘、施肥、放种、盖膜……

雪莲果形似红薯，富含多种
人体所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深
受消费者青睐。三塘乡、永宁乡
等属于典型的高寒山区，适度的
海拔、良好的土质及气候为雪莲
果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泸西县种植雪莲果近10年来，目
前种植面积达2万余亩，预计2月
中旬全面完成播种。

近年来，随着雪莲果市场价
格相对稳定以及泸西县道路、水
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
农户种植积极性逐年提高，种植
规模逐年扩大。据统计，雪莲果
种植基地平均每亩每年需6个至8
个工人，每人每天收入130元至
140元，有效带动当地农民就近就
地务工增收。2024年以来，泸西
县雪莲果种植基地用工需求达12
万余人次，村民在“家门口”实现
了就业。雪莲果产业的发展壮

大，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注
入了强劲动力，成为群众增收致
富的“甜蜜果”。

在中枢镇既比村2000余亩连
片的州级烤烟样板田地里，机声
轰隆，一个个农机“轻骑兵”正娴
熟地驾驶着旋耕机在田间来回穿
梭作业。

既比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戚红芳说：“既比村今年烤烟
种植面积为5400亩，其中州级样
板地2000亩。目前，我们正组织
机械对5400亩土地进行深耕深
翻，计划2月底完成作业，3月底
完成理墒、打塘任务，4月初开始
移栽。”

烤烟种植是泸西县的传统优
势农业产业。当前，正是烤烟土

地翻犁、施肥起垄的关键时间节
点，中枢镇积极组织农户抢抓节
令，全力抓好全镇2.7万余亩烤烟
种植任务，稳步推进烤烟春耕备
耕工作。今年，该县农科部门还
针对土壤情况，为当地农户送上
近2000吨的有机肥料，为土壤“增
肥加料”，让春耕备耕“有底气”、
农业收成“有盼头”。

泸西县：

万象“耕”新不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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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节刚过，元阳县各乡
（镇）便迅速行动起来，抢抓农时，
开展春耕春播，为新一年的粮食增
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在南沙镇的秧田里，农民们正
忙着灌水、耙田、撒谷种、放肥
料、盖薄膜，一派忙碌景象。

“我家这块田被选为试验田，在
劳作过程中，还有技术人员实地指
导。今年我家多育了些红米秧苗，
打算把家里的水田都种上红米。”村
民杨素琼说。

俗话说：“秧好一半禾，苗好七
分收。”水稻要高产，育好秧是关
键。元阳县农科局提前谋划、积极
部署，大力开展清沟畅渠、协调调
水等育秧前期工作。播种育秧后，
农技人员还将指导群众开展田间管
理和病虫害防治，为插秧移栽打好
基础。

“为鉴定、评价杂交水稻新品种

在元阳的丰产性、适应性、抗逆性
及其他重要特征特性，我们每年在
不同的海拔开展新品种试验。今年
的水稻新品种首先在南沙镇排沙村
海拔300米的田地试验，后续将持
续推进新品种育秧。这将为杂交水
稻新品种的宣传和推广提供科学依
据，提高水稻生产综合效益，增加
农民收入。”正在试验田里播种作业
的高级农艺师李正和介绍道。

为确保春耕备耕工作顺利进
行，元阳县农科局细化完善指导
服务工作方案，加强农资调度和
农资市场监管。截至目前，该县
储备杂交稻种95.2 吨、杂交玉米种
135 吨、化肥 1362 吨、农用薄膜
63.2 吨、农药 26.8 吨。同时，积极
开展农资产品专项整治行动和春
季种子市场专项检查。目前，已出
动执法人员54人次，检查种子经营
门市 33个，进一步加大农资市场
监管和农资打假力度，满足农业
生产需求。

元阳县：

抢抓农时育秧忙

社会纵横·广告
E-mail:hhzrbs@126.com

2025年2月10日 星期一

■责编/张哲心 ■美编/何 慧 ■录校/尚秋媛

●通讯员 杨成华

本报讯 当前，石屏县
正 积 极 准 备 各 类 农 资 产
品，力保种子、化肥、农
药等农资供应及时充足，
保障春耕春播顺利开展。

在石屏县膨大农资有
限公司的销售门店，各类
农 资 琳 琅 满 目 、 储 备 充
足。其中，各种绿色生态
的生物菌剂和有机肥被摆
在门店中较为显眼的位置
销售。

近年来，随着传统农业
生产方式逐渐向“绿色、生
态、高效”的生产模式转
变，生物菌剂、有机肥等新
型农资深受农户青睐。

异龙镇小干冲村村民
彭成志说：“现在大家多用
生物菌肥、有机肥来改良
土壤。生物菌肥的主要作

用是改善土壤的松弛性，
像蚯蚓打洞一样，可以透
光、透气。水溶肥可以快
速 补 充 农 作 物 所 需 的 营
养，促进农作物吸收。”

为确保春耕备耕工作
有序开展，石屏县农科局
在引导经营主体备足农资
供应市场的同时，抽调执
法人员深入各地全面开展
春季农资打假、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查工作，严厉打
击制售假冒伪劣农资等违
法违规行为，确保农业生产
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为
春耕生产保驾护航。目前，
该县共有农资销售门店、网
点500余个，覆盖全县9个
乡（镇）人口较为集中的主
要村寨，经过检查，未发现
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市场，
农资产品储备充足、价格
稳定。

石屏县：

备足农资助春耕

●记者 黄健

本报讯 近日，红河爱尔眼科
医院成功引进眼内注射双特异性
抗体法瑞西单抗，并为一位眼底
病患者实施了注射治疗。这是红
河州的首针法瑞西单抗注射，标
志着红河州在眼底病治疗领域取
得新突破，为广大眼底病患者带
来了福音。

据悉，此次接受注射治疗的
患者是一名患有糖尿病近20年
的老年人，长期饱受黄斑区反复
水肿和双眼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的困扰。近两个月来，该患者的
视力明显下降，且伴有视物变形、
黑影等不适症状，生活受到严重
影响。

经过严格的手术评估，红河
爱尔眼科医院的医疗团队为该患
者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由副
院长严守俊和住院部主任非云震
为其实施法瑞西单抗注射治疗。
术后，该患者的视力有了明显
好转。

据严守俊介绍，法瑞西单抗是
一种开创性的药物，其研发和应用

是眼底病治疗道路上重要的里程
碑。该药物具有药物作用时间长
的突出优势，可以降低患者的注
射频率，不仅减轻了患者的负担，
还让患者有长期的视力获益。患
者通过更少的治疗次数，可以获
得同样甚至更佳的治疗效果。

此外，红河爱尔眼科医院眼
内注药中心的成立，为患者提供
了更加便捷、高效的诊疗服务。
该中心通过优化全流程诊疗服
务、建立“一对一”健康档案、定期
复查提示、复注提醒及协助预约
等措施，帮助患者树立长期随诊
和坚持治疗的意识，避免患者因
遗忘、错漏等导致治疗中断而出
现不良后果。

红河爱尔眼科医院成功引进
并应用法瑞西单抗治疗眼底病，
为广大眼底病患者带来了新的治
疗选择和希望。随着更多先进医
疗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越来越多
的眼底病患者将能够重获健康视
力，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

红河州首针眼科创新药物法瑞西单抗成功注射
为眼底病患者带来新希望

●记者 初政艳 通讯员 陈根

2月7日，个旧市落下零星小
雨，个旧火车站候车大厅不似节
前人潮汹涌，却也人来人往。

“安检口，呼叫客运值班马姐。”
“我在，请讲。”
“安检口有位重点旅客，行动

不便，请求帮助！”
“收到，立即到位。”
这是当日12时15分，个旧站

候车室安检员与客运值班员马俊
敏的一段对讲机呼叫。

接到通知后，马俊敏带领其
他2名客运员迅速携带轮椅赶往
进站口，为旅客提供帮助。

原来，这是一名刚刚在个旧
市进行了脑部手术的90多岁的高
龄旅客。当天，老人要乘火车回
居住地河口。由于年事已高，双
腿行走不便，加之术后身体虚弱，
老人须依靠拐杖前行，显得格外
吃力。

见到这名旅客后，马俊敏立刻
引导他坐在轮椅上进行安检。得
知老人乘坐的列车开行时间是16

时许，等候时间较长，客运员将老
人引导至一层候车室离卫生间和
开水间较近的位置，并帮助他安置
好行李，确保其舒适、安全候车。

为让老人顺利乘车，车站为其
开辟“绿色通道”，优先检票、进站，
节省时间。16时5分，开往河口北
站的C563次列车抵达个旧站，车
站工作人员将其送上列车，并将老
人的基本情况告知列车长，做好相
关交接，确保老人在接下来的行程
中得到妥善照顾。火车离站后，马
俊敏及时联系河口北站，提前做好

接站服务的准备工作。
18时9分，C563次列车驶入

河口北站，车站工作人员早早地
将轮椅推到车厢口等候，接力服
务老人，并将其平安送出车站，目
送其离开。告别时，老人动情地
说：“感谢你们一路的照顾！”

暖心服务，爱满归途。在人
潮涌动的车站，这样温暖的故事
每天都在上演。春运期间，“铁路
人”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和付出，
让每一位旅客都感受到红河的
温暖。

爱心接力 温暖患病旅客回家路

实施法瑞西单抗注射治疗 图片由爱尔眼科医院提供

农户种植雪莲果

春回大地，春耕正当时。我州各地抢抓农时，积极开展春耕备耕，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努力为全年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打下良好基础。广袤田野上，处处是辛勤耕耘的身影，播种

着丰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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