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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年来，他用心学习、潜心研究，逐渐掌握了茶叶种植、炒制整套技术，改造的打

草机申请了国家专利。茶园面积从十几亩扩大到200亩，炒制的无公害生态茶叶远近

闻名，他成为名副其实的茶叶生产能手———

孙红兵：茶园里的“土专家”

  即墨区人民医院不断推进人文医院品牌建设，

关注患者需求，聚焦便民举措持续升级。近期，该

院推出的“预就诊”服务，为家长们带娃就医提供

便利。

  近日，市民李女士带孩子来区人民医院儿科门

诊复查。通过诊前检验项目拿到检查结果直接找

医生看病，节省了不少时间。李女士享受到的就是

“预就诊”便民服务。

  据了解，目前，该院推出“小儿血分析+CRP检测

（炎症指标）”以及“小儿血分析+CRP+肺炎支原体

抗体检测”两个预检项目。在推出这项服务前，患

儿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来院复查，家长需要：预

约/挂号→排队候诊→医生开具检查检验→缴费

→完成检查检验项目→等待结果→回诊诊疗。有

了这项服务，家长只需：预约/挂号→选择诊前检

验→完成检验项目→等待结果同时候诊→接受诊

疗。这样，患儿在排队候诊期间即可完成采血检

验，方便看诊医生更快、更准确地根据检验结果判

断病情，制定诊疗方案，为就医节省不少时间，避免

就诊高峰的拥堵。同时，该院在现场配备专职人

员，随时为不会操作的家长提供咨询、指导，帮助患

儿的就医之路更加顺畅，为市民带来便捷高效的就

医体验。 （范学伟）

“预就诊”新举措 便民服务再升级

  5月17日中午11点半左右，环秀街道前南庄村如

意湖畔上演了惊险又温暖的一幕：一位六旬老人不

慎坠入湖中，危急时刻，正在湖边钓鱼的退役军人盛

祥展和同伴胡伟鑫用一根鱼竿成功救险。日前，环

秀街道已经整理上报两名救人者见义勇为先进事

迹，为其申报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事发当天，盛祥展和胡伟鑫相约来到如意湖边

钓鱼，接近中午时分，周围游人很少。刚甩下鱼竿

不久，盛祥展便听到身后传来“扑通”一声闷响，他

迅速转身，发现湖中央如意亭附近有一位老人正在

水中挣扎。“当时落水老人来不及呼救，便被水流冲

出去五六米远，情况十分危急。”盛祥展说。

  “不好，有人落水了。”胡伟鑫一边掏出手机报

警一边跑向老人落水地点。盛祥展和胡伟鑫都不

会游泳，幸运的是，胡伟鑫手中正拿着一根七米长

的鱼竿，两人迅速将手中的鱼竿伸向落水老人，大

声呼喊着让老人抓住。在老人凭借本能抓住鱼竿

后，胡伟鑫用力将老人拖到亭子下面的石墩旁，让

老人抱住石墩等待救援。由于受到过度惊吓，老人

在水里一直发抖，根本无法长时间抱紧石墩。怕老

人坚持不住再次落水，胡伟鑫让老人抓紧鱼竿尝试

将他往岸边拖。终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老人被顺

利拖到岸边。由于体力不支，老人即使抓住鱼竿到

了岸边，但是没有力气自己爬上岸。于是，盛祥展

毅然翻过栏杆迅速将老人拽上岸，整个救援过程仅

用时5分钟。

  很快，民警赶到了现场，仔细询问并查看了老

人的身体，所幸并无大碍。之后，另一位热心市民

开车送老人回家换上干净的衣服。随后一行人前

往派出所做笔录。原来，落水老人住在墨香郡小

区，当天她到如意湖游玩，不小心将自己佩戴的项

链掉到木栈道护栏外面，就在她尝试翻越护栏捡项

链时不慎落水。

  老人的儿媳妇闻讯赶来，得知老人落水后被及

时救上来后，激动地握住盛祥展和胡伟鑫的手，“真

是太感谢你们了，你们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盛

祥展和胡伟鑫却连连摆手，“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谁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出手相助的。”  

  据了解，24岁的盛祥展曾在部队服役两年，今年3

月才退役回到家乡。他和26岁的胡伟鑫都是环秀街道

前南庄村人，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关系十分要好。这次

两位热血青年在危急关头出手相救、并肩作战，用平凡

之躯在家乡的如意湖畔筑起温暖的大爱防线。（王璐）

六旬老人失足落水

俩小伙一根鱼竿成功救险

茶茶农农采采摘摘鲜鲜茶茶。

  一大早，孙红兵来到位于田横岛

省级旅游度假区李家寨山上的茶园，

看着眼前长势喜人的茶树，孙红兵高

兴地说：“今年春天气候给力，水肥跟

得上，茶叶产量很不错，现在每天都

有40多人忙着采摘鲜叶。”

2000元资金起步种茶叶

  今年55岁的孙红兵是田横岛省

级旅游度假区沟里村一名普通农民。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一名普通农民

成为一名茶叶种植户。“我原来在龙

山街道帮助一个亲戚管理茶园，2000

年，亲戚建议我回家承包点土地自己

搞茶园。”孙红兵和妻子王文秀一合

计，就回到沟里村承包了村民17亩地

搞茶叶种植。当时，夫妻两人手里仅

有东拼西凑的2000元钱，挖沟、整地、

栽苗子等大多数活都是他们自己干。

  虽说干过茶叶种植，但最初也并

非一帆风顺，一次下种出苗不齐，就

先后几次补种；对技术不明白，就向

崂山茶场的专家、种子经销商请教。

三年后，孙红兵终于采摘了第一批茶

叶。“随后，我建起炒茶车间，购置炒

茶设备，逐渐走上正轨。”孙红兵说。

几年后，他成立了青岛立德茗园茶叶

公司，又陆续承包了泊子村、夼子村

等周边村庄村民的土地，种植面积扩

大到200亩。

改造一台割草机，生产效率翻三倍

  在孙红兵的家里，电焊机、角磨

机、电钻等机械设备一应俱全，只要生

产中需要进行设备改造，他基本上都

可以自己完成。“我从小就喜欢鼓捣机

械，在生产中发现问题，就自己研究改

造，解决问题。”孙红兵说。灌溉是农

业生产中的一个难题，尤其是在坡地、

梯田等地势不平的地段更为突出。多

年来，底灌作为一种先进的灌溉技术

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但孙红兵发

现底灌存在容易堵塞的缺点，于是他

潜心研究，大胆进行改造，在底灌的基

础上完成了微喷灌技术，不但解决了

水管容易堵的问题，而且喷水更加均

匀。孙红兵的方案在实践中得到验

证，也得到生产厂家的认可，厂家由此

开始推广微喷灌系统。

  在茶叶种植基地，孙红兵背着打

草机正在割草，随着打草机飞速运

转，一片片青草落地，丝毫不受地面

石块的影响。

  “打草机在国内市场有几十年的

历史了，现代农业更离不开打草机。

2018年，我们借了2.6万元买了一台台湾

产的打草机，当时花这么多钱有点心

疼，但这个钱花得值。”打草机在生产中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茶叶生

产尤为突出。在使用过程中，孙红兵发

现一个问题：因为地面有石块，时常会

打坏刀头，影响工作效率，也存在安全

隐患。孙红兵反复琢磨，经过多次试

验，完成了机头改造。“改造后的打草机

不但避免了打坏机头，而且极大地提高

了生产效率，原来3天才能完成的活现

在1天就干完了，打碎草后还可以直接

入地当肥料。”前不久，孙红兵的这项改

造创新申请了国家专利。

  在孙红兵的一个小本子上，记着

不少小革新项目：组装微耕机，解决

了小地块耕地不便的问题；自己完成

自流灌溉系统，特别适用于山区土地

灌溉……邻居们戏称他是“土专家”。

让人们喝上真正无公害的放心茶

  从最初种植“龙井”系列茶树，到陆

续引进更优质的“中茶108”，孙红兵从品

种入手，抓好茶叶品质。“中茶108是由中

国茶叶研究所选育而成，与原来的品种

相比有提前开采、对炭疽病的抗性加

强、芽的持嫩性明显改善、氨基酸含量

更高等优势。这个品种的茶叶汤汁更

鲜爽，喝起来味道更醇和，涩味则会减

少。”孙红兵说起来头头是道。

  在茶园管理、炒制环节，孙红兵

也下足功夫。经过实践摸索，他发现

茶树春、秋最容易染的病虫分别是椿

象、叶蝉，这类病虫繁殖能力强，稍有

不慎就可能导致茶树绝产，而喷洒一

种无机硅肥后就可以有效防虫、杀

虫。试验成功后，6年前孙红兵开始

大面积推广无机硅肥，解决了使用杀

虫剂导致茶叶农药残留的困扰，加上

茶园始终坚持追施发酵豆粕、鸡粪等

有机肥，由此通过国家无公害认证。

多年的实践，孙红兵夫妇也逐渐成为

炒茶能手，他们不断摸索、改进炒制

工艺，形成了独特的茶叶品质，多次

获得青岛市优质绿茶称号。

  “我有一个愿望：让更多的人喝

上真正无公害的放心茶。”孙红兵说，

为了这个目标，他一直在努力。

（尚海/文 姜可起 宋连修/摄）

实实干干奋奋斗斗

孙红兵（左）向客户介绍茶叶生产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