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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下旬的一天，贵州黔西南州
晴隆县沙子镇，年轻的村民王涛正忙
着在田间搭钢架棚，他动作麻利，与工
友配合默契，“今年才过来工作的，老
板给每天150元的工资，现在去外面
打工，还不如在家门口做工方便，还能
照顾家里！”

王涛口中的老板，叫邵建定，宁海
人，去年3月他开始在晴隆县投资水
蛭养殖特色产业，如今正满一年。王
涛和工友们在搭建的，是他正筹备的
第二个水蛭养殖基地。

宁海服装老板的跨界之路
今年54岁的邵建定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从做了几十年的服装业跨
界，跑到贵州去养蚂蟥。这种让人心
惊胆战的东西，学名宽体金线蛭，是
水蛭中药用价值较高的品种。近年
新发现水蛭制剂在防治心脑血管疾
病和抗癌方面具有特效，所以价格一
直很高。“宁海一直有人养蚂蟥，收益
很不错，我也想试试。找到了养殖专
家，专家说，可以教技术，但条件只有
一个，去贵州养，然后我就来了！”

跟着专家第一次来到晴隆县考察
过后，邵建定很快做了决定，“这里属
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专家说
非常符合水蛭生长的条件。”去年3
月，他一次性投入1200万元，建设沙
子镇水蛭养殖试验基地。

“我们的水蛭养殖项目总投资是
780万元，其中宁波帮扶资金是600
万元，占地面积150亩左右，包括了养
殖大棚、喷水池，养螺蛳以及管理用房
等相关设施，预计这个项目可以带动

1000名以上的贫困户增收，目前这个
项目大部分完成了基础设施的建设，
大棚已经基本建设完成，管理房正在
抓紧建设，预计到5月份正式投入使
用。”

从改变收入到改变观念
邵建定说，对于当地村民，这一年

改变的不仅仅是收入，还有思想的转
变。“我刚来这边开养殖基地的时候，
招当地村民，他们都问我，老板，工资
能不能一天一结，因为他们怕我开不
下去，可能会跑了，不给他们工资。然
而，经过这一年，他们心里有底了，拿
到了钱，工作的劲头也更足了。我有
时候会把在宁波工作的一些先进的理
念灌输给他们，像大企业的制度、管理
等，他们也在慢慢学习。”

“我在这里做养殖，也希望带动
他们致富。”去年，邵建定在村里养螺
面积 150 亩，种菜面积 250 亩。今

年，他打算让村民接手，他传授技术，
村民养殖，他来收购。据了解，过去
一年，沙子镇水蛭养殖试验基地通过
土地流转覆盖155户，平均每户每年
可增加收入1677元；通过水蛭养殖、
福寿螺养殖每年约需长期用工 90
人，养殖时间为5月-11月，平均每
人每月有3500元左右收入，可增加
固定务工收入220余万元；同时，养
殖福寿螺的蔬菜种植能够解决将近
3000人的临时务工，可增加群众收
入30万元以上。该项目已带动了28
户贫困户务工，每户年均可增加收入
28000元。“今年还会带动更多人，比
如我们的水蛭都在大棚内养殖，除了
5月-11月份，其他时间大棚都是空
置的，我们打算错季养龙虾。不出意
外，今年冬天龙虾就可以上市，相信
会带动更多人！”

记者 张海玉 通讯员 蒋攀 陈康

养水蛭赚到第一桶金，黔西南老乡观念也变了

在大半年挂职期间，许磊还和
其余几名扶贫医生一起，走出医院，
来到贞丰县城外，为14个乡镇、街
道的村民和医护人员，带去帮助。

相比贞丰县人民医院，这些地
区的医疗条件更加薄弱，在走访期
间，许磊他们会查看村民们的慢性
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状况，同时，
也会对医护人员做一些最常见、最
要紧的病症处理的培训。

“比如抗生素怎么使用，心肺复
苏怎么做，遇到过敏性休克该如何
处理，还有就是吃东西噎住了怎么
办，这些都是乡镇医生最急需的。”
许磊说。

就这样，他们每周会跑两个点，
跑了近两个月，七八名医生一起累
计驱车1000多公里，为大家讲课、
义诊等，忙并快乐着。

记者 朱琳 通讯员 孙勇

3月31日，派驻至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的扶贫医生许磊回到宁
波已有28天，在这期间仍时常与贞丰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保持联
络，几天前，他刚刚通过微信为当地的患者会诊。

而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许磊还被紧急召回“坐镇”，使当地
平稳地渡过了难关。

疫情期间，许磊（左二）在贞丰县带领感染科研判疑似新冠肺炎。
今年39岁的许磊是宁波市医疗

中心李惠利医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
书记。去年5月21日，他被派往贞丰
县人民医院挂职副院长，因医院需
要，派遣期延长。农历猪年的腊月廿
九凌晨，在安排好防治新冠肺炎工作
后，许磊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宁波，准
备和家人过年。

“因为工作原因，2017年至2019
年的春节都要值班，没有回家过年，
所以这一次算是三年来第一个和家
人团聚的除夕夜。”许磊说。

计划赶不上变化，当天晚上8点

许，刚吃完年夜饭的他，接到了贞丰
县人民医院院长广跃乾的电话。“广
院长的语气很着急，他说贞丰县的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压力很大，人手也不
足，生怕出现重症患者他们没法处
理。因为我刚刚回家，他觉得很不好
意思，但还是希望我能尽快过去。”许
磊回忆道。

挂了电话，许磊便意识到情况的
急迫，他征得李惠利医院领导的同意
后，准备过完除夕，年初一就出发。
但因为贵州普降大雪，耽误了行程，
许磊于大年初五正式返岗工作。

由于此前收治过甲流、禽流感等
重症病毒性肺炎的患者，虽然这一次
新冠病毒来势汹汹，不过许磊处理起
来还算驾轻就熟。

在一众患者中，他印象最深的，
是一名3岁的小病人。孩子的爸爸
是武汉人，妈妈是贞丰人，平时住在
武汉，在封城前，从武汉来到了位于
贞丰的外婆家。

当时，孩子发烧至39℃，咳嗽症
状明显，CT显示肺部有炎症，各项指
标使许磊觉得，疑似是新冠肺炎的患
者，他提出在核酸检测结果确定前，
必须先行隔离观察。然而因为孩子
太小，父母觉得医院小题大做，不愿
意隔离。

于是，许磊便给远在宁波的两位
专家分别打起了视频电话，一番远程
会诊后，他和院长广跃乾力排众议，
一边执行原计划，一边给孩子父母讲
解此次疫情的严重性，终于，他们同
意了在医院隔离。所幸，最后这个孩
子两次核酸检测均呈阴性，被安排到
定点病房就诊，医学观察期满后顺利
出院了。

疫情期间，许磊带领大家累计
排除了50余例外省返乡人员和密切
接触者是新冠肺炎的可能性，还负
责着感染科、综合ICU、急诊ICU里
10多名脑出血、心衰等危重病人的
抢救工作……每天休息时间不到6
个小时。

贞丰县人民医院原有床位500
张左右，作为一家综合性医院，其中
只有6张ICU的床位，在发现这个
情况后，许磊便与院长广跃乾商议，
两人一拍即合。他们花了半年时
间，新增了4张外科重症病房的床
位、7张心内科加护病房（CCU）的
床位、7张急诊重症病房（EICU）的
床位，将整个医院的重症加护床位
从6张增加到了24张，基本满足了
县级医院危重症病人的收治需要。

在增加数量的前提下，许磊还
很注重为ICU的医护人员打基础，
每周他都会抽出半天时间辅导医
护人员进行业务学习，他穿梭在几
个不同科室的ICU病房，教大家基
本理论、操作、流程，到目前为止，
急诊 ICU的医护人员仍然会通过
微信向许磊求助、学习。

他在扶贫期间的另一项工作，
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ICU添
置了一台超声机。

回家当晚便接到贞丰的求助电话

驾轻就熟研判病例

为当地ICU“操碎了心”

教乡镇医生处理最常见、最要紧病症

派驻黔西南贞丰县的扶贫医生许磊——

扶贫时为ICU“操心”
疫情中为医院“坐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