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山灌区管理服务中
心以“云、网、端、台”为依
托，构建1个全息中心、搭
建 2个管理平台、推进N
项业务应用，先行先试打
造数字灌区，推动灌区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图为8月24日，工作
人员在通过数字灌区智慧
平台进行灌区渠道的动态
监测。

■ 本报记者 夏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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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岳耀军） 8 月 23
日，“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论坛暨锦绣
国际金融中心&万达锦华五星级酒店
品牌发布会”在聊城市会议接待中心
举行。山东瑞坤集团与万达酒店集团
举行签约仪式，这意味着开发区首家
五星级酒店——万达锦华酒店正式入
驻锦绣国际金融中心。

锦绣国际金融中心项目是山东瑞
坤集团在开发区核心地段打造的集五
星级酒店、高端配套服务、行政中心、
企业总部、智慧城市于一体的商业综

合体项目。万达锦华是万达酒店集团
旗下五星级酒店品牌。此次，山东瑞
坤集团牵手万达酒店集团，双方强强
联合，双向赋能，共同为开发区高质量
注入新活力。

万达锦华酒店选址于开发区锦绣
国际金融中心 1 号楼，建筑面积达 1.8
万平方米，共计26层，预计2024年投入
使用。万达锦华酒店的签约入驻将填
补开发区五星级酒店空白，满足开发
区乃至我市高端商务接待、住宿、宴请
等酒店需求。

开发区首家五星级酒店签约落户

■ 本报记者 梁丽姣

在河北、山东“两省”交界处，坐
落着一个鲁西回族古镇，这就是现辖
43 个行政村、面积 83 平方公里、回族
人口占比13%以上的张鲁回族镇。

张鲁回族镇政府前，人民广场内
的“红石榴”雕塑赫然而立，一粒粒饱
满红润的石榴籽紧紧地簇拥在一起，
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北街村
南，一排排蓝色的智能光伏板倾斜着
角度，吸收着太阳的能量，将光能转
化为电能。行走在张鲁回族镇的大
街小巷，法桐、海棠、冬青生机盎然，

“心连心 共命运”的标识随处可见，
集市上迎来送往，热闹非凡……

8 月 22 日，记者走进张鲁回族
镇，领略着张鲁回族镇蓬勃发展的景
象，感受着张鲁回族镇党委、政府系

列惠民利民举措为民族村带来的翻
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该镇从细处
着手，改善基础设施，民族村旧貌换
新颜，村容村貌得到了质的提升。

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振兴。
张鲁回族镇在提升村容村貌的同时
紧抓项目建设，扶持民族企业发展，
想方设法让乡镇经济活起来，村民的
腰包鼓起来。刘楼村千亩大棚基地
项目、新星塑胶三期工程、本斋变电
站建设、菜园村乡村振兴项目……一
个个项目在该镇落地生根，发展壮
大，张鲁回族镇的经济发展逐步驶入
快车道。

市重点项目景鸿斋肉制品加工
基地，钢架构生产车间已见雏形，大
型挖掘机正在紧张施工。“预计到明
年，项目就可以建成投产，年加工
15000 吨肉制品，带动周围 7 个民族

村牛羊肉养殖、屠宰、销售，民族村每
年可以有不少于 3 万元的收益分红，
周边 2000 余户养殖户也可享受到经
济收益，促进我镇牛羊肉产业的发
展。”张鲁回族镇镇长董晓光介绍。

文化是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
的不竭动力。革命烈士马本斋曾在
这里生活战斗，传统武术查拳在这里
发扬光大，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
统让这个回族乡镇闪烁着别样的光
芒。作为传承民族文化、培养民族英
才的智慧摇篮，本斋小学在2020年被
评为山东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学校以“本斋精神”为民族特色教育，
提倡和鼓励回、汉及其他民族多种文
化在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融合
中，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在这样的
文化氛围中，本斋小学无论从教育教
学、校园文化建设方面，还是从民族

团结、学校管理方面，均取得优异成
绩。

撒下团结进步的种子，开出民族
繁荣的花朵。张鲁回族镇坚持以加
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发展为总抓
手，汉、回两族同胞精诚团结、和睦相
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生生不息。

红色文化科普街、民族风情体验
街、高端食品供应链、农业示范采摘
园、村容村貌改造提升……在张鲁回
族镇党委书记郭娜的办公桌上，摆放
着一本厚厚的《民族振兴项目实施方
案》，民族乡的美好发展蓝图跃然纸
上。“我们将汇聚民族团结发展的不
竭动力，把全镇域的经济、文化、民族
特色融会贯通，打造独具特色的民族
乡镇，让团结之花盛开在这片民族
乡。”郭娜信心十足地说。

幸福花开民族乡
——莘县张鲁回族镇民族团结进步走笔

■ 梁丽姣

8月21日，度假区于集镇中心卫生
院公共卫生科科员马艳娜来到前高村，
为精神障碍患者免费发放药品，并到患
者家中走访。在马艳娜看来，精神障碍
患者需要更多的关爱。

前高村的精神障碍患者高勇（化
名），饱受精神分裂疾病折磨十多年。
看着年纪轻轻的他以及支离破碎的家
庭，作为帮扶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医
生，马艳娜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滋味，但
她能做的，就是帮助他控制病情，保持
良好的生活状态。

度假区卫计局协调辖区医疗卫生
机构建立精神障碍患者帮扶救助机
制，定期联系走访，加强对精神障碍患
者的救治和康复服务，减轻患者家庭
负担。

每隔一段时间，家庭医生就会前
往精神障碍患者家中走访，为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建立医疗档案及救助台

账，免费发放精神药品，对患者家属进
行用药指导并叮嘱照料事宜，同时对
患者进行健康生活方式的指导训练，
以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医务人员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关爱
帮扶，如寒风中的一股暖流，温暖着精
神障碍患者的家人。“我不会说大道
理，但我知道党和政府没有忘记像我
儿子这样的人，我心里很感激。”高勇
的母亲姚阿姨哽咽地说。

度假区卫计局严格落实各项政
策，扎实开展贫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关爱帮扶工作，有效促进患者家庭幸
福、社会稳定，推动了度假区健康帮扶
工作迈上新台阶。

目前，度假区医疗机构已与592名
精神障碍患者及家庭建立联系，管理
患者面访率达到100%，有效掌握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的病情动态的同时，也
让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及其监护人感受
到社会的关爱。

精神障碍患者帮扶记

■ 文/图 刘德策 孙全凯

8月20日，聊城市人民医院莘县医
院骨外一科主任韩江涛利用周末时
间，对患者进行随访。当天走访的，是
患者赵二玲。“韩大夫，我这腿脚现在
一点问题没有，每天都能蹬着三轮去
亲戚家的羊汤馆帮忙，挣点钱。”面对
韩江涛的悉心关怀，赵二玲激动地说。

2012 年，韩江涛为赵二玲做了全
膝关节置换手术。此后，他定期对患
者进行随访，从每个月一次到三个月
一次。十年间，在韩江涛持续关心下，
赵二玲的恢复状况良好。

韩江涛回忆说，2012年，他开始独
立做膝关节手术，赵二玲是他的第一
位患者，也是第一例在莘县做这个手术
的患者。“当时心情很紧张，但也充满信
心，因为我们做足了准备。”韩江涛说。

为了做好手术，韩江涛团队在术
前对患者病情做了详细分析，术后及
时抗炎、抗凝，康复训练也准备妥当。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手术，成功为赵二
玲置换了全膝关节。

“手术台上的成功只是一半，术后

康复也很关键。”韩江涛说，为了让患
者早日康复，他亲自指导患者进行膝
关节功能恢复训练、体力恢复锻炼

等。在韩江涛的精心照顾下，不久之
后，赵二玲便顺利出院。

十年来，韩江涛组织医护人员定
期对患者进行随访，及时了解患者的
康复情况。当了解到患者恢复良好，
韩江涛很是欣慰。

在韩江涛十年来的手术经历中，
赵二玲并不是个例。“患者王春红，进
行双髋关节置换手术，如今已康复，能
照顾家里的生意；患者马玉玲，78岁，
做的是全膝关节置换，手术很成功，正
在做康复训练……”对自己做过手术
的病例，韩江涛如数家珍，每个患者的
情况都有着详细的记录。

对患者用情，对工作用心，是韩江
涛一直以来坚持的信条。工作10余年
来，他经手的关节置换手术有1000多
例，无一例术后感染情况，无一起病患
纠纷、投诉事件。

医者仁心，学无止境。这些年，韩
江涛一直在学习的路上，不断提升自
己的技术，努力造福全市骨关节患者。

■ 梁丽姣

“以前这种手术得到市里去做，多
跑腿不说，还得多花一半的手术费，现
在在家门口就治了病，4天就出院了，
干起活来很轻松。”8月23日，爱“捉迷
藏”的包块消失了，身体不再疼痛，患
者吴树明（化名）乐开了花。

8月6日上午8时50分，阳谷县中
医院外二科主任郭朝普走进手术室。
患者头低脚高地躺在手术台上，在麻
醉剂的作用下，他已经熟睡过去。

躺在手术台上的，是年逾七十的
吴树明。4个月前，他无意中发现自己
右侧腹股沟区有一个鸡蛋大小的包
块，B 超检查后发现是右侧腹股沟斜
疝。“干活的时候出现，躺着就消失了。”
在吴树明看来，包块经常“捉迷藏”。

上了年纪的老年人肌肉萎缩，腹
壁薄，重体力活动后容易导致腹部压

增加，引起腹股沟斜疝，肿块一旦出现
嵌顿会在短时间内引发剧烈腹痛，这
表明突出的肠腔或其他腹腔内器官被
疝环卡住，不再能回纳入腹腔，极易导
致肠腔或其他腹内脏器缺血、坏死，如
不及时手术会危及生命。

腹腔镜疝手术虽然在三级医院普
遍开展，但在阳谷县中医院这样的二
级医院，普及率并没有那么高。看着
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郭朝普的神情
略显凝重，这是他第一次主刀做腹腔
镜下疝修补术。

他要克服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
层层难关，还有来自心理上的压力。

“我们对腹腔镜手术已经有了丰富的
经验，但我们之前并没完整做过腹腔
镜下疝修补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项
考验。”郭朝普说。

阳谷县中医院外二科腹腔镜手术
团队不敢有丝毫大意。术前，手术团

队为患者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结
合患者的身体情况进行详细的术前评
估，给患者量身定制了一套完善的微
创手术治疗方案。

手术正式开始，团队医生在患者
肚脐上方切开一个1厘米左右的切口，
在两侧下腹部分别切开 0.5 厘米左右
的切口，腹腔镜设备通过这3个切口进
入腹腔，探查疝气的具体部位、大小。

郭朝普沉稳地操作着腹腔镜手术
器械，划开腹膜，将疝囊与周边组织、
神经、血管充分游离，“游离就是过五
关斩六将，‘死亡冠’血管，精索血管，
输精管，髂动、静脉都在这个区域，没
办法避开，就要非常小心，不能损伤这
些血管。”郭朝普说道，每进一步，他都
非常谨慎，每过一关，他心里就稍稍放
松些。

充分游离腹膜前间隙后，郭朝普
将一个15×8厘米大小的补片充分放

置在腹膜前间隙，固定好补片后，郭朝
普迎来了最具挑战的环节——腹膜缝
合。传统的此类开放性手术，手工缝
合用三五分钟即可完成。

“腹腔镜下疝修补术需要在肚子
顶上缝合，被称为‘天花板’缝合，对初
次做此类手术的医生来说操作难度相
对较大，需要花费比平常多近十倍的
时间。”郭朝普坦言，此时的他，已经在
手术台上待了一个半小时。

“没有退路，再难也得做。”郭朝普
克服心理上的压力，全神贯注投入到
缝合中。时间在秒针的跳动下一点点
过去，郭朝普一针一线地仔细缝合着，
他悬着的心随着最后一针缝合完毕而
终于落地。

经历了两个小时的紧张奋战，手
术圆满结束。郭朝普走出手术室，他
的手术服已经湿透，身体虽然疲惫，但
他的心里，满是欣慰。

爱“捉迷藏”的包块消失了

韩江涛：十年随访路 情暖患者心

韩江涛在为患者做检查

8月19日，东阿县铜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义诊服务队携带诊疗器械
和药品，来到铜城街道光明街，开展“喜迎二十大 健康送万家”义诊活动。该中心
内科、中医科、护理科主要骨干医护人员参加了此次义诊活动。本次义诊活动共
服务群众118人次，发放各种宣传资料300余份。 ■ 沈欣欣

本报讯（李晓燕 周晓坤）“在阳
谷县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管理
处组织各参建单位现场检查工程完成
情况、工程质量以及工程档案相关资
料后，各参建单位有关同志及与会专
家提出验收意见，然后讨论并通过单
位工程验收鉴定书。截至目前，本工
程已完成 1 至 18 标、20 标等单位的验
收工作。”8月24日，阳谷县水利局副局
长孟庆虎说，阳谷县引黄灌区农业节
水工程项目启动以来，阳谷县水利局
通过“四比四赛”活动，进一步激发了
全体参建人员的工作热情，掀起了一
场“比学赶帮超”的竞赛热潮，确保了
工程的顺利完成。

项目完成招标工作后，阳谷县水
利局实行副科级领导包乡镇制度，专
人协调地方关系，积极做好前期迁占
等开工准备工作，给各参建单位创造
良好的工作环境；召开项目启动会议，
要求施工单位倒排工期，精确到天、昼
夜施工，每周对各标段施工进度进行
排名公示，奖先罚后，保证项目如期完
成；组织编写《致各中标单位的一封
信》，要求各中标企业严格执行考勤制
度，切实加强农民工工资管理，做好开
工前的准备工作和强化现场管理，预
防开工后相关问题的发生，为工程顺
利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阳谷县水利局

多举措护航农业节水工程建设

（上接1版）希望聊城市牢牢抓住这次
难得的机遇，与院士专家建立长期合
作关系，取得更多对接成果。希望各
位院士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技术
优势，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上与聊城
企事业单位合作，进一步加强技术交
流和情感交流，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
地，为促进聊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仪式上，20 个合作项目进行了现
场签约，这些项目聚焦现代农业和文
化旅游领域，契合聊城产业需求，契合
聊城发展实际，将为我市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注入强大活力。
本次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乡村振

兴高端论坛；部分领导专家实地考察
了聊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部分代表
性企业发展运营情况；我市部分企事
业单位、相关县（市、区）负责人与院士
专家进行了项目对接洽谈。

聊城已连续六年举办“院士专家
聊城行”活动，先后有28名院士、400余
名高层次专家来聊交流合作，与聊城
碰撞出火花、缔结了友谊，签约项目
153 个，开展技术合作、破解技术难题
700余项。

2022年院士专家聊城行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