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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56天连轴转，这位“战士”有担当
济医附院李岷获评“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渔樵耕读项目启动
5000亩都市农庄现雏形

17日上午，位于邹城城区的
双大路上的“渔樵耕读”规划区
的施工现场，工程指挥人员正在
进行着施工安排，一台台挖掘机
整装待发。现场南侧，20天前种
下的2000多株树苗成排矗立，宛

如一个个等待检阅的卫兵。
“这里的土地大范围内没有

塌陷，现在进行的是预治理，并
同步进行产业导入。”“渔樵耕
读”施工现场负责人李强介绍，
所谓预治理，就是在采煤初期，
将地面受影响的优质表土剥离
集中存放，利用矸石充填，采取
挖深垫浅等方式整理，不仅解决
了矸石存放占用问题，还平整恢

复了土地，为下一步的产业导
入、建都市田园综合体创造条
件。

据了解，渔樵耕读”规划区
是绿心项目首个启动区，占地约
5000亩，今年2月28日已经全面
开工。项目聚焦打造全国首个厚
煤层“土地预治理+产业导入”国
家级示范样板，探索采煤沉陷区
综合治理新路径。在煤炭开采初

期，在不改变土地属性的基础
上，将煤矿开采影响范围内的优
质表土挖取集中存放，采取挖深
垫浅等方式对采煤塌陷地进行
治理。

同时，融入儒家文化“渔樵
耕读”元素，引入现代观光农业、
高端苗木花卉、高科技产业，着
力建设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经
济社会效益显著的都市农庄和
国家农业公园。李强告诉记者，
通过6个月时间完成“渔樵耕读”
采煤塌陷区预治理施工，12个月
时间开展产业导入工程。“届时，
这里就成了一个高端的康养小
镇，市民可以在这里依水而居，
可以在绿道上骑行、跑步，可以
周末来这里住一住民宿，深度感
受田园风光。”李强介绍。

生物链治水模式
打造白马河生态养殖廊道

水的问题通常是采煤沉陷
区治理面临的难题。生物链治
水?靶向珍珠养殖项目是济宁都
市区绿心项目第一个产业导入
落地项目，通过自动化、管网式
的生态养殖解决了传统养殖水
体富养污染的困局。项目实施以
来，兖矿集团生态修复综合治理
办公室联手浙江清湖集团，在
2019年12月15日前完成了28个
池塘17万米的网片和拉绳布置、
13万只浮球、120个一级培藻桶
等设施的安装，挂养河蚌150万
只。

经过由环保部门认可的第

三方检测机构对水质全分析检
测，池塘水质由劣Ⅴ类变为地表
Ⅲ类，水中COD、氨氮等指标明
显下降，水质得到明显改善，已
通过济宁市组织的两次专家会
论证。今年将持续推广菌藻共生
系统治水技术和生物链治水技
术，以建设集技术展示、科普教
育、学生研学以及旅游体验于一
体的研发中心为基础，不断辐射
周边区域发展，延伸珍珠产品产
业链，打造治水河蚌繁育和珍珠
养殖基地，建设白马河生态养殖
廊道。

济宁都市区绿心项目是山
东省委省政府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的重点项目，其中，“泗河之
洲”、“渔樵耕读”、“不亦乐湖”三
块规划区是近三年的工作重点。

“我们借鉴‘生态修复—景观打
造—城市发展’的思路，于去年5
月份通过专家评审，整个项目投
资超百亿元，其中渔樵耕读启动
区建设首期投资就有七八亿
元。”兖矿集团生态修复综合治
理办公室主任贾明献说。

“十二明珠绕济宁，都市绿
心项目就是这十二明珠里面最
大的那颗。”贾明献说，项目以邹
城、兖州成片84 . 16平方公里塌
陷地为核心，委托同济大学完成
项目整体概念性规划，打造十万
亩绿水林田、十万人生态家园

“双十工程”，全力建设转型发
展、科技创新、生态治理综合示
范区，走出兖矿集团家国情怀的
采煤塌陷区综合治理“兖矿之
路”。

作为世界500强企业，近年来兖矿集团一直在探索产业生态化和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2月
28日，济宁都市区绿心项目“渔樵耕读”启动区开工，标志着兖矿集团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新模式按下
“加速键”。该项目以邹城兖州成片84 . 16平方公里塌陷地为核心，分为“泗河之洲”、“渔樵耕读”、“不亦乐
湖”三块规划区，着力打造“十万亩绿水林田、十万人生态家园”。往日的采煤塌陷地“包袱”将不仅成为生
态“绿洲”，在不久的未来还将成为全新的利润增长点。

启动区“渔樵耕读”项目效果图。

兖矿斥资百余亿打造“都市绿心”
启动区“渔樵耕读”动工，采煤塌陷地将变身“生态家园”

扫码看视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姬生辉 于伟 马辉 通讯员 范兴驰 孔德锟

他主动请缨上“战场”
担任风险最大的工作

“我请战。”当听说组建支援
湖北医疗队后，有着13年护理经
验的李岷不假思索地就报了名。

“我们会坚决完成好任务，健康
回来。”1月28日，他作为济医附
院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一
员，与同事们一同出征奔赴黄
冈，并担任山东省第二批对口支
援黄冈医疗队护理专家组成员、
病区护士长。

“我们上午10点就去查看
病区情况，研究怎么规划，下午
3点才回来。”回忆起初到时的
情景，他说现实比想象中更加
艰辛。“4个小时共收治了22位
患者，其中有3位危重患者。”李
岷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病房是改建的，没有电梯，
接患者、拿药需要来回爬 7层
楼。穿着厚厚的防护服爬一次
就喘得厉害，护目镜里满满的

雾气和汗水。如若帮助重病患
者做CT，工作强度就会更大。由
于担心患者病情不稳定，呼吸
机、氧气瓶、急救设备样样不能
落下，所以每做一次检查就需
要七八名医护人员。

“我们认识近十年，平日里
工作就很严谨，对每位患者都很
用心，在黄冈就更不用说了。”提
及李岷，既是共事多年的同事又
是支援湖北医疗队“战友”的蒋
胜华有着诸多感言。他说，在黄
冈的日子里，很多工作李岷都抢
着干，他的一言一行感染着身边
每一个人。

“像危重症患者的护理上，
输液、采血、咽拭子、吸痰等都存
在被感染的风险。”蒋胜华说，其
中采集咽拭子是风险性最高的
一项，需要医护人员将棉签伸到
患者的咽后壁上进行提取。对于
确诊的患者，当他张口的那一
刻，病毒含量会特别高。而吸痰，
有时会造成患者呛咳，喷出一些
东西，这些都会存在被感染的风

险。即使如此，李岷依然冲锋在
前，主动担任风险最大的工作。

战“疫”全面胜利时
与家人共赴春天之约

虽然一班4小时，但对于重
症病区的医护人员来说，繁重而
密集的工作节奏，时常会让人有
虚脱之感。而每次穿脱防护服更
是让他们有“冰火两重天”的感
觉。“刚穿上时，防护服很凉，脱
下时，里面会有一层水滴下来，
汗水、热气与外界空气一冲，就
会瞬间浑身冰凉。”对于每日必
须经历的“温差”，李岷与同事们
虽习以为常，提前服用预防感冒
的药物也成了他们每日必做的
事，因为谁都不想因为自己而影
响工作。

“其实，来的时候我们都抱
着一种可能回不去的心态。”一
个多月的高压、高危工作，让他
更加刚毅勇敢。但铁汉也柔情，
提及家人除了满心愧疚之外，更

多的是牵挂。他说，自己是双医
家庭，爱人王娟也是一名护士。
因为工作性质的相似，使他深知
妻子在他支援北湖的日子里，所
要承担的家庭责任和重担，每每
想起都会一阵酸楚。

由于24小时不同时段的轮
流值班，让作息不固定的他大约
四五天才会有一次与家人视频
聊天的机会。最黏他的二女儿虽
然只有2岁，但一视频便会不停

地对着镜头重复喊着：“爸爸爸
爸，我想爸爸了。”而电话这头，
表面看似淡定的李岷，泪水却在
眼眶里不停打转，红红的眼睛流
露出最深的想念。

“等疫情结束了，我想带她
们出去转转。”每年都会一起春
游的一家人，因为疫情推迟了行
程。身为父亲的李岷却时刻记得
这个与春天的约定，希望健康回
家的那一刻去完成。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孔茜 通讯员 张勇 董雅宁

自1月28日，踏上支援湖北的征程起，56个日日夜夜的战“疫”经历，成为了济医附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一科二病区护士长李岷在2020年最深的记忆。经过近两个月的连轴转，3月21日，李岷与同事们已完成任
务顺利凯旋。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关于表彰全国卫生健康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授予全国472位同志“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李岷光荣上榜。

济医附院李岷（前）已凯旋。


	H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