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7 日至 28 日，神农架文化旅游（广州）推介会举
行。今年春节期间，神农架接待广东游客的占比超过总游
客量的 30%，广东已成为神农架旅游市场的新兴增长点。
活动中，神农架发布了针对广州的“航班免费游”“高铁半价
游”等优惠政策，并与近10家当地旅游企业签约。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汉泽 通讯员 丁苗苗 摄）

4月26日，在大九湖景区大门右侧，几名游
客正在拍照打卡。

他们的镜头里，绿色的火棘为底色，红色的檵
木似笔锋，苍劲有力地勾勒出“大九湖”三个大字。

“这里小地名叫黄连队，原来是一大片乱石
堆，现在成为网红打卡点。”谈起变化，景区老员工
田强云打开话匣子。

黄连队海拔约1600米，是神农顶前往大九湖
景区的必经之路。上世纪90年代，伐木工在此放
炮炸石修路，留下一处30多米高的悬崖和4000
余平方米的乱石堆。

“以前，每次从这里路过都小心翼翼，生怕被
落石砸中。”田强云说，他们在此立起警示牌，提醒
行人注意。

为了给大山“疗伤”，神农架国家公园采用“客
土复绿”的方式，首先清理、加固松动的崖壁，再回
填土方覆盖石渣，最后栽种银杏、雪松、红枫等植
物全面复绿。

如今的黄连队植被错落有致，成为大九湖标
志性绿化艺术景观点。

347国道神农架大窝坑原是一片风化的裸露
岩石。该处海拔2700多米，生态环境脆弱，自然
情况下不仅不会恢复植被，裸露岩石的面积还有
扩大之势。

神农架国家公园在此砌筑挡土墙，治理边坡，
回填肥沃土壤后，种植适合高海拔生长的海棠、杜
鹃、箭竹等植物，增绿3500多平方米。

戴光明介绍，在实施生态修复工程中，神农架
国家公园坚持以自然修复为主、工程修复为辅，自
然修复遵循“适地适树”原则，人工干预采用“固石
固土”的方法，因地制宜地进行立体修复、垂直绿
化，让裸露山体披上绿装，达到与周边生态环境协
调一致的效果。

目前，神农架已分别在大界岭、神农顶、龙降
坪等地实施裸露山体生态修复70余处，修复面积
23万平方米。

“2022年以来逐年增加，现在
有在校生 144 人。”4月 19 日，谈
及教联体建设带来的变化，神农
架林区松柏中心学校校长黄兴成
如是说。

“这两年，松柏中心学校的教学
质量明显提升，把孩子送到这里我
放心。”学生家长龚永清说。

2022年9月，神农架林区启动
义务教育阶段教联体试点工作，以
城区优质学校为核心，通过“以城带
乡”“以强带弱”“城郊融合”，努力实
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今年初，神农架林区实验小学
教联体成功入选首批省级示范性教
联体，并荣获“省级教学改革实验学
校”称号。

乡镇学校融入城区

“林区实验小学的两名老师到
我们这儿支教了！”前不久，宋洛乡
中心学校的家长群里炸开了锅，听
说林区实验小学名师来支教，家长
们喜上眉梢。

宋洛乡中心学校是一所农村小
学，学校有 96名学生，20多名教
师。一方面，学生数量太少，中心学
校面临降级风险；另一方面，教师数
量相对超标，造成资源浪费。

教联体试点工作展开后，林区
实验小学与宋洛乡中心学校结成对
子，一方派优秀教师下乡支援，一方
派教师进城跟岗学习。

林区实验小学英语教师韩金燕
被派驻到宋洛乡中心学校，开展为
期一年的教学工作。

初到乡镇学校，韩金燕有些惊讶：“差距太大，个别四年
级学生连26个字母都不会写。”

韩金燕决定从头开始。她把全班20多名学生分成几
个小组：单词书写不合格的多练书写，发音不标准的多练拼
读，词汇量不够的每天背10个新单词。

去年期末考试，全班英语成绩只有两人在90分以下。
其中，考75分的同学，成绩也比上学期提高了40多分。

“上挂”的宋洛乡中心学校教师赵琴琴也深有感触：“每
天和年级组的老师们在一个办公室，大家一起探讨课堂中
的疑难问题，我的教学水平提高很快。”

“择校热”逐步降温

随着城乡学校加速融合，乡村学校的教学成绩迅速发
生变化，家长看在眼里，乐在心上。

松柏中心学校是一所乡镇小学。过去，学校招生范围
内的家长，想方设法将孩子送到几公里外的林区实验小学，
该校学生数量日益萎缩。

为了打破困局，2022年底，林区实验小学与该校组成
共建型教联体。

两校实行“师资同盘、教学同步、培训同频”的管理模
式。林区实验小学调配4名骨干教师到该校交流，还针对
留守学生特点，着力打造有情、有趣、有序、有效的课堂，不
断提升学生们的综合素质。

林区实验小学优秀教师江一帆和王叶娜到该校任二年
级和六年级的数学老师。江一帆说，任教半年来，他们坚持
每月开展一次主题研讨，每季度开展一次大练兵，推动学校
教师的业务能力不断提高。

学校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快速提升，家长们纷纷打消
了进城读书的念头。今年春季，松柏中心学校辖内3个村
学生，全部就近入学。

“通过教联体一体化办学，既缓解了城区学生入学压
力，又能让农村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名校资源，实现了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林区实验小学校长左锋说，教联体改革
的成效显现，区域“择校热”逐步降温。

改革之路久久为功

城乡学校联合发展，如何实现教育理念、管理思路、教
学方法的快速融合？教师双向交流，怎样确保他们沉得下
来、学得回去？

神农架林区教育局局长袁幼民说，林区出台以“评优评
先、提拔重用、待遇倾斜”为核心的激励政策，从职称评定、
生活保障、津贴补助等方面给予支持，让教师们乐意动、安
心干。

在职称评审及岗位晋级上，交流教师享有优先权；在生
活上予以保障，按林区支教政策设置交流补贴；按拎包入住
的标准，安排周转房……

1年多来，全区共有50多名老师双向交流，其中，10名
优秀教师下沉支教，20名薄弱学校教师“上挂”学习。

不只是教师资源，教联体成立后，在硬件设施上，薄弱
学校也得到强势“输血”。

林区实验小学教联体统筹资金15万元，维修改造宋洛
校区的校舍，校容校貌焕然一新；投入10万元，为松柏校区
升级改造校园硬件设施。

袁幼民表示，神农架林区人口基数少，学生分布严重不
均，教联体改革需要久久为功，教育部门正深入各教联体校
区督导、调研，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好后续保障，确
保教联体改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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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架文旅推介到羊城

古树是风景、是文化、是大自然留下的瑰
宝，更是当地生态变化的“活档案”。

神农架因林而建、因林而兴，百年以上古
树63.7万余株，古树群15个，古树名木资源
占全省的80%。

然而，古树也会生病。木鱼镇神农坛景区
内有一棵1200多年树龄的铁剑杉，被称为神
农架的“杉王”。“杉王”树高40米，胸围8.79米，
树冠如擎天巨臂，覆盖面积达530余平方米。

2022年，工作人员在调查中发现，“杉
王”树干上的寄生植物达上千株，很多植物的
根深入“杉王”体内，与之争夺养分。

神农架国家公园制定科学的保护方案，
耗时一个多月，人工清除寄生物，减轻了寄生
物对“杉王”的损害，帮助古树恢复神采。

2023年初，神农架遭受极端冰冻天气，
大片树木在冻雨的重压下断枝、倾倒。其中，
347国道大界岭段鬼头湾两棵500余年的扇
叶槭受损严重，有倾倒风险。

神农架国家公园迅速制定抢救方案，采
用锯掉断枝、清理腐根、扶正支撑等方式，对
两棵树进行抢救。

春风吹过，这两棵树抽枝发芽；到了秋
天，这里成为神农架最美秋景的网红打卡
点之一。

2023年，神农架开始古树名木普查工
作，对每棵单株古树建档立卡，并设置护栏、
加装避雷针，实施挂牌保护。

同时，神农架对每棵古树还明确管护责
任人，要求每年至少走访古树6次，发现问题
后由植物专家现场会诊，制定救治方案。

针对古树群，神农架在重要路口安装视
频监控，同时还在林内安装红外摄像头，全面
掌握古树生长信息。

“生态修复的目标是让大自然恢复自我
修复的能力。”神农架国家公园局党委委员、
总工程师薛红说，他们组建工作专班，每年对
生态修复点进行评估，在实践中积累更加科
学有效的生态保护举措。

清晨，大九湖微风轻拂，水鸟在湖面嬉戏。
“咔嚓！”神农架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马国飞用相机

拍下这一瞬间，他是一名拍鸟“达人”，曾在大九湖拍到
斑头雁等神农架鸟种新记录。

“生态好了，鸟自然就多了。”马国飞说，鸟儿虽然
不会说话，但是会用脚为生态“投票”。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当时生态保护意识不足，大
九湖被开挖深沟大渠，先后成为畜牧养殖场和高山蔬
菜基地，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湿地功能严重退化。

神农架是长江、汉水的分水岭，境内有大小河流
317条，是名副其实的“华中水塔”，保护好水生态既是
历史使命，也是责任担当。

痛定思痛。神农架严格落实“生态优先、科学修
复、适度开发、合理利用”的方针，400多户居民从湖区
搬到20公里外的坪阡村。

神农架国家公园编制《大九湖湿地保护修复与合
理利用专项规划》《大九湖湿地保护与恢复及泥炭藓恢
复规划》，明确了湿地保护的目标任务、总体布局、保护
修复重点和保障措施等内容。

神农架实施大九湖水生态保护与恢复工程，修筑
蓄水暗坝11处，封堵人工干渠6610米，疏浚自然径流
2350米。工程完工后，大九湖地下水位稳步提升，水域
面积不断增大，湿地保水、蓄水、调水等功能显著增强。

为了恢复大九湖湿地的涵水功能，神农架国家公园
成功种植了泥炭藓。这种神奇的植物可以吸收自重10
到25倍的水，被称为活体水库。有了它，大九湖重现了
天旱季节不干涸、连阴雨天无洪水的神奇自然现象。

为了恢复水生植物的扩散繁衍功能，神农架国家
公园在大九湖湿地恢复区建设了4处总面积达7万平
方米的鸟类栖息岛，让鸟儿成为种子扩散的“使者”。

为了恢复河流的生态系统，神农架国家公园对辖
区内规划关闭的16座水电站全部关停。

如今的神农架，山更绿、水更清、河更畅。据统计，
在神农架越冬的鸟种从2015年的20多种增加至目前
的50多种。

医护人员，从3名增至21人；住院病
人，从0人增至每月100多人……

2014年，神农架林区人民医院成立中
医康复科。10年来，近万名患者从这里康
复出院。

今年初，全国医院党建工作指导委员
会发布通报，林区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科党
支部获评“全国公立医院临床科室标杆党
支部”称号。

康复队伍不断壮大

“哎哟，就这儿，疼得很。”4月23日一大早，
林区人民医院康复科的病房里传来叫唤声。

“婆婆，您忍几分钟，我要先帮您按摩。”
主治医生李才华一边和病人张婆婆说话，一
边麻利地按压腰部。

推拿、按穴位、扎针……45分钟，一套
治疗方案才完成。李才华的额头上冒出丝
丝汗珠，张婆婆舒服地沉沉睡着。

“这是我们的工作日常，不觉得累。”当
天上午，李才华治疗了3名患者，指导同事
治疗了7名病人。

神农架平均海拔1700多米，距最近的三

甲医院有200多公里。“以往，林区大部分偏
瘫、骨疼痛患者放弃康复治疗，任其自然恢
复。”康复科主任汪永福说，康复科成立后，他
们锲而不舍地治疗，门诊、住院病人迅速增加。

问题很快来了：科室医护人员严重缺
乏。为此，林区人民医院一边招聘人员一边
号召其他科室人员报名调岗。

“我是党员，我带头。”内二科医生黄娜
主动报名；“我年轻，不怕吃苦。”综合科医师
邓琼也提交了申请。

目前，该科室有4名党员，3名入党积极
分子。在党员的带头示范下，科室医护人员
随着病人数量增加而逐步增长。

“用事业凝聚人心，锤炼过硬的队伍。”
汪永福说，科室每年派出骨干到武汉、襄阳、

十堰等地医院进修学习，不断提升科室专业
水平和康复理念。

林区人民医院院长胡兆雄说，经过多年内
培外引，康复科已构建了多层次人才队伍。2023
年，在全省康复临床技能竞赛中，林区人民医
院康复科获鄂西北片区三等奖，全省优胜奖。

治病疗心双管齐下

让爱照耀进每一个角落，这是林区人民
医院康复科全体工作人员的一致信念。

“先让患者先从心理上站起来，继而帮
助他们从身体上站起来。”汪永福说，偏瘫、
骨疼痛患者的恢复周期比较长，因此，让患
者树立自信是他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患者罗先生入院时四肢瘫痪，生活无法
自理。平时心高气傲的他难以接受现状，对
治疗很不配合，动不动就摔东西、发脾气。

护士长对此毫不介怀，耐心安抚、悉心
照料，给他讲述各种成功康复的案例。罗先
生不为所动，以为护士长的话只是“善意的
谎言”。一次，正在被喂饭的他故意打翻碗
筷，并大吵大闹，称要出院“自生自灭”。

“你老想着自己一走了之，有没有想过家
人……”这一次，护士长没有“和风细雨”，而且
从家庭责任的角度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

罗先生被戳中软肋，呜呜地哭了一场。
从此，他心态稳定下来，积极配合治疗。

经过精心治疗，罗先生入院1个多月后
能自己吃饭，3个月后恢复自主行走，实现
生活自理后出院。

“患者的症状多为疼痛，但原因却是千差万

别。”汪永福说，为了拿出最有效的治疗方案，
他们甚至要仔细了解患者的发病原因、居住环
境、生活习惯，才因人而异地制定治疗方案。

随着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科室的口碑也
越来越好，越来越多患者选择来这里治疗。

温情回访康复到家

“汪主任，您来啦，我等了您一上午
……”“老杨，你大病初愈，快坐下……”话没
说完，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4月20日，这一幕发生在松柏镇龙沟
村。当日，汪永福带领医技团队进村回访。
75岁的杨志先听说后早早等候。

去年5月，杨志先因脑梗在外地接受治
疗。出院后，老杨出现严重肢体功能障碍，
不能行走，生活无法自理。

进入林区人民医院后，康复科对他进行
了系统的康复评定，制定中西医结合的康复
治疗方案，并配合理疗、康复训练、针灸等。
26天后，基本康复的老杨顺利出院。

“医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杨志先说，
他和医护人员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最近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坚持做康复
训练？”“我一直按你们的嘱咐做好锻炼，但
是偶尔头晕……”简单的交流后，汪永福指
导老杨的肢体训练动作，并细微调整他的居
家康复计划。

汪永福表示，他们秉承医疗服务纵向延
伸的理念，定期对患者进行上门、电话、微信
回访，此举不仅提高自身的技术积累，而且
改善医患关系，帮助患者更好、更快地康复。

十年助万名患者“站起来”
————神神农架林区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科医者仁心助康复农架林区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科医者仁心助康复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汉泽 通讯员 高峰 喻玲

抚平生态伤疤 再现苍山绿海
神农架国家公园投入9300余万元修复150余处“伤口”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汉泽 通讯员 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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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抢救性保护后，347 国道鬼头湾段两棵古树
成为网红打卡点。 （湖北日报通讯员 王力 摄）

4月下旬，南方已是初夏，而华中屋脊——神农架

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站在海拔3106米的神农顶眺望，小草浅浅发芽、

树叶萌萌吐绿、杜鹃花争奇斗艳——好一派迷人的自

然春色。

谁会想到，这片“上春山”美景曾因山体滑坡、自

然风化、开山修路而满目疮痍。

“修复大自然的伤疤，还原生态之美。”神农架国

家公园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光明介绍，近年来，

国家公园先后投入9300余万元，实施边坡治理、滑坡

防治等生态修复工程，完成修复点150余处，修复治理

面积283万平方米，足足有396个足球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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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康复科主任汪永福（右）与同事正在治疗患者。

生态修复后，山坳里的乱石堆已
全部复绿，和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柯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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