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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海岸新区，有这样一个人，她
和同事手握承载着无数期望的“生命
热线”，虽不在救治一线，却常是第一
个“接触”患者的人，她便是区急救中
心调度值班长付瑞芹。
　 见到付瑞芹时，她刚接完值班当
天的第一通电话。对方说家中老人一
大早叫不醒，付瑞芹马上询问病人大
致情况，迅速把任务派到急救站，而后
又进行“流调”。“请准备好老人和家属
的健康码、行程码。”挂电话前付瑞芹
叮嘱道。急救车到达现场后，急救人
员检查发现，病人高度怀疑脑出血，随
车医务人员进行必要的现场处置后，
第一时间送往最近的医院救治。
　　据了解，目前区急救中心平均每
天接来电600多通，加上拨出的电话，
总数近千通。“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增
加了‘流调’环节，每通电话用时都要

增加近1分钟。一天下来，耳朵‘嗡’脑
袋‘懵’，做梦都是电话的声音。但是
为了市民的安全，我们必须站好疫情
防控的前哨岗。”付瑞芹说。
　　“调度员不是单纯的接线员，还要
在第一时间派出离患者最近的待命救
护车，并要对求助人进行急救指导。”
　　进入区急救中心时，付瑞芹已是
一名具有22年工作经验的护士，但她

仍会不时翻看急救知识书籍，参加急
救技能培训，只为能在需要时给予正
确、精准的急救指导。她还利用休息
时间坐公交车四处“认路”，并记录经
过的标志性建筑物所在位置，以帮助
急救车规划到达现场的最佳路线。在
她的带动下，同事们都会留意身边的
道路情况，一旦发现修路或小区闸口
整修等问题，马上发到调度群，并在调

度车辆时给急救站做出提示。
　　除了急救求助，120热线还会接到
各种各样的咨询电话。无论哪种，付
瑞芹都会耐心解答。“120作为生命热
线，我们在岗位上就得绷紧这根弦，用
热心和爱心给予帮助。”付瑞芹说。
　　由于工作经验丰富、为人亲和友
善，区急救中心还让付瑞芹和另外几
名同事承担了定期对拨打120急救电
话的人员进行回访的工作。在回访过
程中，如发现市民有不满或有疑惑的
地方，会第一时间进行解答和反馈。
急救中心也会根据调查结果不断调
整、优化院前急救工作方案。
　　作为经验丰富的急救工作者，付
瑞芹还经常与同事一起对各个急救站
开展医疗质量控制督导检查。棉签的
开封时间、药品用后是否补齐、急救车
辆的消杀记录是否规范……“我们的
检查虽然都是细枝末节，却都关乎市
民的健康，马虎不得。”付瑞芹说。

区急救中心调度值班长付瑞芹———

守护生命热线，站好疫情防控前哨岗

　　借助东西协作机遇，立足陇南市
区位优势，2020年12月，一个规模化、
标准化、自动化的康大肉兔养殖示范
基地在武都区建成。
　　在甘肃康大兔业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马冬梅看来，在陇南建肉兔
养殖示范基地的另一大优势在于，这
里 背 靠 中 国 最 大 的 肉 兔 消 费 市
场——— 四川省。
  “四川每年肉兔消费达3亿只以
上，在这里建肉兔养殖示范基地，运
输成本、人工成本等都有着极大的优
势。”马冬梅告诉记者，目前基地出栏
的肉兔全部是四川客户提早签好的
订单。    

　　“眼下的产能远达不到市场需
求，我们正准备扩大产能，正在建设
中的肉兔养殖小区即将投产。”马冬
梅介绍道。
　　“在这里建肉兔养殖示范基地拥
有天然优势。”甘肃康大兔业科技有
限公司技术总监冯广帅对记者说，这

里气候相对干燥，一年四季产能稳
定，成活率可达95%，“刚投产第一
年，各项指标就能达到本部的要求。”
冯广帅说道。
　　作为康大兔业的老牌技术骨干，
冯广帅今年1月份来到陇南，在这里
的肉兔养殖示范基地扎了根。“这里
不乏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前来学习肉
兔养殖技术。”冯广帅感叹，陇南康大
肉兔养殖示范基地工作人员的平均
年龄在35岁左右，比本部工作人员足
足年轻10岁，“他们对养殖技术的吸
收能力更快。”
　　宗利军是武都区汉王镇人，1989
年出生的他在全国各地考察过肉兔
养殖市场，在得知全国肉兔养殖龙头
企业康大集团来陇南援建办养殖示
范基地时，他第一时间前来“取经”。
  “我想在这里边打工边学习先进
的肉兔养殖技术，学成后回镇上办肉
兔养殖合作社，带领百姓一起致富。”
宗利军笑着说。

　　

　　记者了解到，康大肉兔养殖产业
项目在引进上采取了创新模式。
　　“武都区用东西协作专项资金
2000万元，根据康大兔业的标准和要
求建养殖示范基地；康大兔业投资
3000万元用于良种引进及养殖示范
基地的运营等，并按照总投资的10%
来给付租金，连续租用10年。”武都区
副区长隋俊昌表示，这样既解决了东
西协作帮扶资金的有效使用、科学使
用问题，又缓解了企业落地初期投资
紧张的问题，同时也坚定了企业落户
武都的决心和信心。
　　除了引入模式，康大肉兔养殖示
范基地还创新了发展模式。“我们采
取‘公司+养殖小区+农户’模式，由
养殖示范基地统一供种、供技术，统
一销售，并在坪垭乡、枫相乡、隆兴乡
等建起养殖小区。农户从养殖示范
基地引种回去养殖，平日也可以到养
殖小区上班。除去养殖收入，年底还
能获得分红，相当于有两份收入。”马
冬梅告诉记者，现在已经有几家农户
养殖了七百多只肉兔，70天就可以出
栏，一只肉兔五六斤左右，每斤价格
在10.2元左右。

　

  新模式下的养殖示范基地发展
势头迅猛。“从2020年12月3日第一批
300多只兔子入场，到今年4月份，一
共入场了一万两千多只种兔，现在这
些兔子都进入繁殖阶段，截至今年10
月初，已经出栏六万多只商品兔。”冯
广帅欣慰道，如今，武都区投入1000
万元专项资金，大力发展肉兔养殖，
并初步定了8个乡镇，每个乡镇设一
个示范点，通过以点带面，带动整个
武都区肉兔养殖的发展。
　　眼下，康大肉兔养殖示范基地的
肉兔产品得到了四川客商的普遍认
可，康大肉兔养殖产业项目为当地打
造出了富有地方特色的特产“名片”，
为当地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个适应当地发展的产业，应
该得到大力支持。”隋俊昌介绍，武都
区如今又增加了对养殖小区的投入，
计划在5年内将肉兔产业打造成全区
主导产业之一。

  付瑞芹正
在接听求助电
话，开展急救
调度工作。

不断扩大养殖规模
打造地方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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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正在对兔舍设施进行日常养护。□记者 张静 摄

养上“新区兔”
走上致富路

  康大集团在陇南武都区援建肉
兔养殖产业项目，助力当地群众增收

  □本报记者 王雪

  谋振兴，当以引入项目为先。项目
该如何选择？“要适应当地发展，要让一
个项目能带活一个产业。”区乡村振兴

局副局长董汉胜表示，检验一个好项目的标准，是看它是否能激活一个
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如“鲶鱼效应”般加速经济社会实现更快发展。
　　对于甘肃省陇南市来说，由康大集团在该市武都区援建的康大
肉兔养殖产业项目便是一条拥有强劲生命力的“鲶鱼”。近日，记者
来到武都区坪垭藏族乡，见到了这个建于海拔1100米山坳里的肉兔养
殖示范基地，这里四面环山，周边薄雾萦绕，整齐排列的8栋兔舍犹如童
话仙境里的小木屋，别有一番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