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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着鸭群奔富路
◇特约记者 夏忠羽 本报记者 谭艺莹

8月4日一大早，周少林就从鸭棚里起床，给小
鸭们添加饲料和水。“这棚鸭苗有6000只，昨天才买
回来的。小鸭苗在一周内要注意保温，如果苗子养
不好，对后来成鸭影响很大。”

今年54岁的周少林是郎溪县凌笪乡方里村人，
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
妻子患红斑狼疮，每年的医药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
开支。2014年，周少林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此前周少林一直在外打工，因腰部疾病无奈回到家
中。妻子看病需要钱，自己又不能外出挣钱，周少林
感觉生活无望。乡、村两级干部了解到他的情况后，
多次上门，为他制定脱贫计划，帮助他申报各类扶贫
补助，引导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鼓励他通过自身努
力实现脱贫致富。

2016年，看到侄儿从事养殖业做得有声有色，
周少林受了启发，动了养鸭的念头。周少林的帮
扶联系人便积极帮他申请扶贫小额贷款，并安排
他到乡、村两级参加养殖专业技术培训。有了大
家的支持，周少林当年就在溧阳市社渚镇承包了
一处水塘，与一家养殖公司合作，以代养的方式养
殖2.5万只鸭，当年净赚5万元。“对方免费提供鸭
苗、饲料并负责成鸭的回收，不需要太多成本，也
不愁销路，除了搬运饲料基本上没有重体力活，很
适合我。”周少林说。

尽管如此，周少林也不敢有半点马虎。目前周
少林有两个鸭棚，每一棚鸭6000只，一棚鸭饲养50
天左右出栏，一年养6棚鸭。每次鸭苗到来时，是周
少林最忙的时候——不仅要准备好煤、机器、加热
管，还要时刻监测棚内温度、湿度，观察小鸭的精神
状态，防止小鸭扎堆。为此，周少林只能把床铺挪到
鸭棚，经常整夜不睡觉。但是看到小鸭们一天天长
大，一车车成鸭被回收，周少林越干越有劲，精神状
态也越来越好，困扰多年的腰椎病也很少发作了。

2018年，周少林又扩大了养殖规模，每年养殖
成鸭3万多只，年养殖收入6万多元。“今年已经出售
了三批成鸭，另外一棚鸭已经喂养了一个多月，再过
一个多月就能出栏，紧接着还会再进一批鸭苗循环
喂养，虽然今年受疫情和连阴雨影响，价格不太好，
但是对养鸭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周少林说。

周少林的辛勤付出，终于让他的家庭摆脱了贫
困。2019年，周少林还被评为宣城市“自强脱贫
户”。眼下，周少林妻子的身体健康状况不错，她一
直陪伴周少林住在鸭棚附近，帮着做些简单家务。
因为享受健康扶贫政策，妻子每个月复查加上吃药
只要400元左右，妻子看病不再是家庭的沉重负
担。此外，周少林的女儿已经出嫁，儿子在外打工，
家庭收入稳定，日子正越过越红火。

吹了一天空调 22岁小伙半夜挂急诊

“没有吃冷饮、不洁的食物，但病人一直感觉肚子
疼，阵发性发作。”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段
辉告诉记者，8月5日晚上，一位22岁的年轻人在家人
的陪同下，来到医院挂急诊。在问诊和检查的过程中，
段医生发现这位年轻人当天是和家人一起正常饮食，
但他的家人却没有出现任何不适。

“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个小伙子差不多整整一
天都呆在空调房里，吹了快12个小时。”段医生告诉记
者，虽然在专业的医学书籍上，并没有关于“空调病”的
详细整合描述，但综合种种情况，可以认定病人是患上
了“空调病”。

那判定是“空调病”，而不是普通的急性肠胃炎
呢？段医生表示，一般急性肠胃炎多表现为恶心、
呕吐、腹泻，大便呈稀水样。但是因为空调吹凉则
会造成胃肠道痉挛，腹部会有绞痛感，但并不会造
成多次腹泻。

长期呆在空调房 老人总说自己没力气

无独有偶，8月5日晚上，还有一对60多岁的老夫
妻因为“空调病”来到了医院。

“两位老人来到医院问诊，他们并没有肠胃上的不
适，也没有感冒流鼻涕，但就是说浑身没力气、恶心吃
不下饭。”段医生告诉记者，排除了老人高血压、低血糖
等疾病的原因，仔细问询后，发现老两口差不多开了一
天空调。“‘空调病’还有一种临床表现，就是植物神经
紊乱。因为从较热的环境一下子进入较冷的环境，刺
激了身体的一种反应。两位老人就是这种情况”

段医生告诉记者，仅8月5日当晚，就有5位市民
因为“空调病”挂了急诊。据不完全统计，伴随着气温
的升高，8月的第一周，已经有近60位市民因为“空调
病”来到医院。

什么是“空调病”？

那么，空调病究竟是什么呢？段医生介绍，空调病

是指人体长期处在空调房间中，因为空气不流通、环
境密闭而产生的头晕、头疼、食欲不振，甚至出现感
冒、关节疼痛等临床的病理性综合症。是因为在空调
房中长期生活，空气干燥、空气不流通或者房间内湿
度太低，对人体的眼、耳、鼻、喉等黏膜产生不良影响
而导致的疾病。也是因为微生物滋生而引起人体气
管、支气管周围受到感染，或者上呼吸道受到感染而
产生的疾病。

另外，由于空调长时间开放会使室内、外温差相对
较大，身体很难适应，这时会造成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
情况发生。

“空调病”在临床上有这几类表现：1.胃肠道痉挛
（不同于普通急性肠胃炎造成的多次腹泻）；2.植物神
经功能紊乱（浑身无力、食欲不佳、恶心）；3.鼻塞、流涕、
呼吸道感染（大多数表现为上呼吸道感染，少数可能并
发下呼吸道感染）；4.冷热刺激造成面部神经瘫痪。

如何预防“空调病”？

市民该如何预防“空调病”呢？段医生告诉记者，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不要长期呆在空调房里，空调开启
3个小时以后，要开窗通风半个小时以上。在有条件
的情况下，每4周就对空调内机进行一次清理。

段医生还强调，“空调病”并不是只有吹空调会造
成，长期对着风扇吹，也有可能出现上述的临床反应。
他提醒广大市民，夏季气温升高，吹空调得“适量”，千
万别再因为贪凉长期开空调。

郎溪：
民警为五步蛇“搬家”

郎溪讯 8月6日，郎溪县姚村乡公安和林业部
门及时处置一条五步蛇，为村民解忧除患。

当日早晨7点40分左右，姚村派出所接到辖区
内潘村村上尤冲组村民韦秀芬打来的电话，她称自
家房屋的屋檐沟里有一条毒蛇正在吞食一只土蛤
蟆，她吓得要命，远远地瞅着，没有好办法，请求民
警帮忙处置。

接警后，姚村派出所所长涂仕友及潘广文、梁丽
军两名辅警驱车快速赶到上尤冲组。到现场一看，
原来是一条五步蛇，目测约1米长、2斤重。三人做
好防护，利用工具将五步蛇捕获，随后装进编织袋。

五步蛇学名“尖吻蝮”，又称百步蛇、七步蛇，头
大呈三角形，为国家二级濒危保护动物、安徽省二级
保护动物。鉴于五步蛇是剧毒蛇，离村庄越远越好，
派出所民警联系乡林业站，驱车将五步蛇送进深山
老林里放生了。

见到屋檐沟里的五步蛇“搬家”了，韦秀芬这才
舒了一口气：“现在姚村的生态好了，常有小动物跑
到房前屋后，松鼠刺猬也就算了，这毒蛇多可怕，要
是从屋檐沟窜到家里，咬了人一口就完了。多亏派
出所帮忙，把它弄走了，真是太感谢了！”

（特约记者 王祖清 文/图）

按照往年的惯例，每年7、8月正是暑期
游旺季，几乎每条旅游线路、每款旅游产品都
会涨价，然而我市多家旅行社反馈，今年暑期
受多重因素影响，暑期旅游市场难“热”。

“8月份的旅游市场目前只达到了往年的
四分之一。学生族一直是暑期旅游的主力
军，今年也不太给力，基本没有。”市区宣之旅
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余女士告诉记者，之前接
到跨省游要开放的通知，他们就开始积极规
划路线。等到跨省旅游开放了，咨询国内线
路的客人确实变多了，大家表达出来的跟团
旅游的意愿变强了，但是真正下单的人还是
很少，大多数人仍然在观望。

余女士介绍，虽然跨省游的开放让国内
旅游产品更加丰富，但是受疫情防控的影响，
大部分学生计划今年暑期不外出旅游，这让
暑期最大的学生流游客流失。孩子出不了
门，家长的旅游意愿也会被压抑，即使中、高
考结束了，学生流游客也没有像往年一样呈
现井喷趋势。同时，今年暑假和往年相比时
长被压缩，这也意味着，除去暑假作业和兴趣
班等，孩子们留给旅游的时间较少。

此外，目前很多市民外出旅游都选择自由
行，有的自驾游，有的自己订车票、机票去旅
行。“今年宣城市区通高铁了，不少人选择乘坐
高铁去旅游，会玩的年轻人会自己做攻略。这
对我们的市场也有一定的冲击。”余女士说。

市民在市区一旅行社咨询暑期旅游产品市民在市区一旅行社咨询暑期旅游产品。。

今夏旅游市场不太“热”
市民“捡漏”出行正划算

贪图凉快 “空调病”来袭
医生建议：别长期呆在空调房里◇本报记者 余健

一到夏天，空调、WiFi、西瓜
就成为了大家的最爱。为了贪
图凉快，很多人一吹空调就是一
天，不过长时间吹空调问题可不
小，记者从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8月的第
一周，就已经有近60位市民得了

“空调病”，进了医院。

◇本报记者 余健/文 戴巍/图

前一段时间，文化和旅游部
发布重磅消息，同意恢复跨省
（区、市）团队旅游。听闻喜讯，
旅友们一片欢呼，更有从业者激
动得热泪盈眶。不少人都开始
期待着“重启”一场说走就走的
旅行。但记者近日走访市区多
家旅行社了解到，今夏暑期旅游
市场并没有像大家预期中的迎
来“大回暖”，仍然有点“冷”，今
年的暑期游价格，也被业内认为
是历年来最划算的一次。据业
内人士介绍，旅游市场真正“回
暖”预计得到10月份。

“现在报名的基本上还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群
体。”余女士告诉记者，老年人的特点是比较喜欢短
平快的旅游产品，一般是1-2天的线路，他们比较青
睐低价产品。和学生相比，老年人没有必要一定要
在暑期出游，所以在暑期游市场上，这个群体并不能
为大的市场环境带来多少改观。

受市场环境影响，今年的旅游价格也十分实
惠。在宣之旅旅行社，记者看到重庆的5日双飞
游目前只需要 2980 元，西北的 10 日游只需要
2180元。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包括现在，都是国内游价

格的低谷，和往年同期暑期游产品相比，国内一
些长线游产品甚至每款下跌了 1000元，这和整
个旅游业链条上机票、酒店都比较便宜有直接关
联，而且相对应的是，因为游客少，景区、酒店等
的服务质量反而在提升。”驴妈妈旅游网宣城分
公司负责人丁飞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公司的旅游
线路主要分为三个版块，一块是主打海南等地的
海岛游，一块是主打云南、川贵等地的山水风光
游，最后一块则是以西藏、新疆为主的探险游。

“现在这些线路价格可以说是‘捡漏’了，往年绝
对不会这么便宜。”

团费价格下降“捡漏”正当时B

丁飞直言，跨省游恢复后，并没有达到大家预计
的井喷状态。“无论是从大交通的运力，还是从景区的
接待来说，都无法一下子复苏。”他表示，估计要等三
到四个月的时间，旅游业才能迎来真正的“重启”。

余女士也表示，业内预计大约要到十月份，旅

游市场才会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回暖”，目前“坚守”
也成为了很多旅行社的主题。余女士告诉记者，他
们现在上班都是值班制，因为客人很少，所以不需要
每天全员到岗，有些同事选择兼职做一些其他事情
补贴收入。

业内预计十月份才能“回暖”C

民警和乡林业站工作人员放生五步蛇民警和乡林业站工作人员放生五步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