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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 胡莹璐) 近日，

千喜救援队接到求助称，西城街道山下

村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七旬老人

下午离家后仍未归，天已黑还一直飘着

雨，这可把老人的家人急坏了。

接到求助后，千喜队员们立即展

开搜寻行动。监控搜索是寻人的第一

步，可家属手头上并没有老人的近照，

公 安 系 统 里 也 没 有 可 与 之 比 对 的 人

脸，这让监控查找难度加大了。队员

们 只 能 以 老 人 的 住 处 为 起 点 开 始 查

找，家属则守在一旁辨认。

“就是这个，穿着蓝白色衣裳的。”

在监控里，只见老人于 15 时 20 分出现

在北三环、永义线连接处附近，肩上扛

着一把大扫帚，不顾风雨，逆向穿行在

往来车辆之中，看得人心惊胆战。

在确认老人大致的出走方向后，其

儿子胡先生便赶往现场寻找。现场队

员接到指令，也按照老人着装特征沿着

北三环开始搜寻起来。

21 时许，监控组队员又发现老人

在 17 时 30 分左右已走到九铃西路三

头马转盘，但不久后就突然没了影踪，

且附近几个路口都不见其身影。经过

不断仔细回看监控，众人才发现老人

拉开了停在路边的一辆货车车门，坐

了进去。

接到监控组最新指令，现场队员立

马赶往三头马转盘，可监控上老人休憩

的车辆已不在原地，队员们只能在附近

逐 条 街 道 搜 寻 排 查 。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21时40分，两名队员看见一个蓝白

身影从兴达一路的巷子里慢悠悠地走出

来，定睛一看真的是该老人。“她浑身上

下都湿透了，手里的扫帚已经不见了，嘴

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当时，家属第一时

间赶来把老人带回家了。”千喜救援队队

员应春松回忆说。

千喜救援队提醒，类似老人走失

的例子并不鲜见，建议大家给家里老

人留存近照、配备定位设备，以备不

时 之 需 ，确 有 需 要 帮 助 的 可 联 系 救

援队。

救援队雨夜驰援
老人平安回家

Z 浙江有礼 益满丽州

本报讯（融媒记者 曹润鑫 程卓

一） 6 月 25 日，在西城街道排塘村稻

虾综合种养田里，伴随着阵阵轰鸣

声，白鹭循声而来，种田客们正驾驶

着拖拉机在田中来回作业，水稻田中

荡起阵阵泥浆，偶尔还能看见小龙虾

的身影。

“田里的龙虾已基本捕捉上岸，我

手上的这两只是漏网之虾。”农户焦开

更告诉记者，“这两只龙虾被拖拉机打

晕，浮出了水面，我会把它们留下来做

种虾。”

正式插秧前，种粮大户们对农田

依次进行了排水、打田，一台拖拉机

一 天 可 以 完 成 30 亩 农 田 的 打 田 作

业。打田除了能提高土壤肥力外，也

能有效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提高农作

物产量。

农户朱熟良说：“没养过龙虾的

田，需要用三四十公斤肥料做底肥，而

养过龙虾的稻田不用下底肥，因为里

面有龙虾的粪便。这样种出来的水稻

既健康又环保。”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十来天前，

稻虾综合种养田中种下的第一批秧

苗已经长到 50 厘米左右高，绿油油

的稻田里一派生机。“今年，我们计

划种植 1000 多亩水稻，目前已经完

成了 500 多亩。”焦开更说，“近期天

气不是很好，但我们加班加点分两

班人马作业，尽量赶时间把秧苗插

下去，保证粮食生产，争取有一个好

收成。”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广稻虾综合

生态种养模式，目前共有稻虾综合种

养田 1.5 万多亩。今年收获 1 亿多尾

小龙虾。“一田多收”增加农民收入，真

正实现了生态安全、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的综合效益。

种田客忙着插秧

亿尾龙虾“游”桌上
万亩稻田“织”绿装

女子情绪激动
辅警温情劝说
本报讯（融媒记者 王昊） 日前，市

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称，东城街道长城村某出租房内有人要

轻生。

接警后，民警蒋宇航带领辅警应泽

民等火速赶往现场处置。在现场，蒋宇

航发现该出租房 3 楼内有一名女子正以

双脚斜跨的姿势跨坐在窗台上，一只脚

已迈出窗台外，情况十分紧急，稍有不慎

就有跌落的危险。

“你为什么要这样？”蒋宇航关心地

询问。女子闷不吭声，只是低头啜泣。

经过一番了解才知，该年轻女子与男友

一起在我市务工，近期因与男友发生口

角，醉酒后一时想不开，爬上窗台意欲轻

生。面对年轻女子的沮丧和低落，应泽

民温情地劝说：“女孩子最勇敢的事绝对

是斩断过去，拥抱未来。”

“别人欠债几十万元，妻离子散都有

重新来过的勇气。”经过应泽民长达 30

多分钟的劝说，该女子情绪有所缓和，应

泽民瞄准时机，一把将其拽住，随后民

警、辅警等合力将女子拉到安全地带。

事后，女子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

查。确认该女子身体无碍后，民警与辅

警才放心离开。

本 报 讯（融 媒 记 者 曹 润 鑫 程

卓一） 日前，记者在唐先镇三合村看

到，生姜苗已冒出地面，笔直地立在姜

田中，茁壮生长。姜农们正在采挖“姜

娘”，他们用竹铲或木棍翻动雨后潮湿

松软的土壤，小心翼翼地取出“姜娘”，

然后用泥土将土坑重新掩埋起来，让

仔姜能继续健康成长。

“下过雨，泥巴松一点，挖‘姜娘’更

容易。夏至生姜苗长得差不多，这个时

候挖最合适。”三合村村民金三连说。

“姜娘”即种姜，也被称作姜母。

清明前后，姜农将藏于“姜洞”中的“姜

娘”取出种下，等到夏至前后，“姜娘”

孕育出仔姜，待姜苗长势良好，便可挖

出“姜娘”售卖。

据了解，五指岩生姜作为国家农

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通过近年来不断

精细化栽培和品牌化销售，市场销路

越来越好。三合村正是五指岩生姜的

主产区，村里共种植五指岩生姜近

300亩。

“今年雨水比较充沛，五指岩生姜

长势较好，品质要比去年好。现在挖

掉了老姜，新姜再过两个月就可以上

市了，预计每户姜农能增加至少 5000

元的收入。”三合村村干部黄发明说。

夏至前后挖“姜娘”
唐先镇三合村五指岩生姜有望丰收

本报讯（融媒记者 王昊 融媒

见习记者 胡轩） 连日来，永康版的

“浪浪山”在短视频平台走红，漫山

都能看到猪的身影，一眼望去黑压

压一片，场面十分壮观。6 月 26 日，

记者带着“怎么会有这么多‘野猪’”

的疑惑前往花街镇禾舟家庭农场。

农场负责人裘先生说，他承包了千

亩山林，进行放养式养猪，才有了猪

满山跑的景象。

这些猪属于藏香猪品种，外表类

似野猪，嘴长而尖，两耳直立，四肢较

为细小，毛色偏黑。这也是为什么不

少人会将藏香猪误认为是野猪的原

因。伴随着一声声“小猪，吃饭咯”的

吆喝声，一群又一群黑乎乎的“小家

伙”扭动着胖胖的身躯，向投喂玉米

粒的饲养员狂奔而去。

裘先生说，他们早晚喂一次猪，

一般以玉米粒、豆腐渣为主。藏香猪

成群结队从那个山头跑到这个山头

抢食，最后再一起跑到山林里玩耍。

裘先生包下了这千亩山林供千头藏

香猪奔跑，可以让藏香猪肌肉更发

达，肉质更坚韧。

藏香猪的瘦肉含量比普通猪肉

多出 40%以上，肉质富含氨基酸和

微量元素，营养价值更高，素有“高原

之珍”的美名。特殊的口感让藏香猪

的身价不菲，目前每公斤猪肉要卖到

160元左右。

据悉，裘先生起初买下了 7 头藏

香猪养在家中，经过几年时间，这 7

头猪经过繁殖变成了如今的上千

头。逢年过节，藏香猪的市场需求变

大，市民会购买藏香猪肉，不少藏香

猪在小猪阶段就被人认养。

目前，裘先生线上销售正处于起

步阶段，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让

更多人了解藏香猪，也让大家直观看

到藏香猪原生态的生活环境。裘先

生说：“希望优质的藏香猪肉能端上

更多消费者的餐桌，让更多人可以吃

到永康养殖的藏香猪。”

“一呼千应”

一眼望去黑压压一片

永康版永康版““浪浪山浪浪山””千头猪满山跑千头猪满山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