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专 题4 2022 年 9 月 20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于伯平 版式：辛政 校对：王博

■ 文/图 本报记者 侯莎莎

9月14日，记者在山东睿利房地
产集团有限公司的接待室见到了该
公司董事长李存军。

一个两层的格子柜里，摆满了
李存军奔赴莘县各地捐资助学的
照片；墙壁上挂着多面家庭经济困
难学子送来的锦旗；“青少年公益
事业爱心企业”“诵国学经典进校
园公益活动爱心单位”“妇女儿童
公益事业爱心企业”……在这间接
待室内，多个荣誉牌匾与公司发展
重要节点的照片一起，展现了山东
睿利的企业文化。

这是一家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企
业：自2017年起，每年向莘县关工委
捐款数万元；向莘县20余名品学兼优
但生活困难的学生伸出援手；帮扶10
余名困难群众改善生活；在城市建设
中，出资150余万元建设便民服务中
心、广场等。

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
和强烈责任感，让山东睿利在关键时
刻挺身而出：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李存军第一时间向所在辖区东

鲁街道捐款 10 万元，成立 12 人组成
的抗击疫情服务队，设置抗疫物资免
费发放点，向附近居民发放口罩、消
毒液、消毒粉等防疫物品。

“我是社会的一员，赶上了党的
好政策，才做出些成绩，所以，我要回
馈社会。”这句朴实的话语，彰显了李
存军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

其实，李存军的创业之路并非
一帆风顺。接待室悬挂着一副对
联——“假日春风拂面 吾定花满人
间”，这是李存军在 2016 年公司发
展面临困难时提出来的。“即使自己
身处困境，仍保持乐观，勤勉实干、
艰苦创业，并决心奉献社会”，这副
对联将李存军“在为民造福中求生
存，在回报社会中得发展”的经营理
念展现得淋漓尽致。

采访中，李存军还向记者讲起
了一面锦旗背后的故事：“这面锦
旗是莘县王奉镇耿楼村的大学生
姚洪见在寒假期间送来的。这个
孩子在南开大学读书，即将硕博连
读，非要过来感谢我当年对他的捐
助 。 我 也 很 感 动 ，觉 得 孩 子 成 长
了，一切都值得！”

作为莘县政协常委，李存军积极
履职。他先后提交《加快建设中心城
区停车场的建议》《小区物业管理方
面的建议》《关于进一步创新支持小
微企业和“三农”普惠金融产品和服
务的建议》等10余件提案，引起了相

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

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
到社会认可，在做公益的同时我也
收获了荣誉感和价值感。”李存军
说。

李存军：把公益理念融入企业文化

■ 梁丽姣

“白色线性疤痕，黏膜光滑，恢复
得很好。平时多注意身体，定期复
查。”9 月 10 日，冠县第二人民医院消
化内科主任韩玉波的一番话，给冠县
范寨镇宋小屯村的宋顺民（化名）吃了
一颗定心丸。

“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得癌症，幸亏
医生建议我及时做了无痛胃镜检查，
发现了病变，做了手术。这次复查没
事，我这心里畅快多了，这是捡回了
一条命呀。”得知自己的复查结果良
好，宋顺民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
地。

今年 2 月，69 岁的宋顺民感觉腹
痛、腹胀，吃饭也没胃口，吃了一个多
月的药也不见好转，这让他的心里直
犯嘀咕。于是，他来到冠县第二人民
医院检查，接诊医生韩玉波评估他的
身体情况后，建议他做无痛胃镜进行
详细检查。

经过检查，韩玉波在宋顺民的十
二指肠降段发现了一处可疑病灶。韩
玉波用消化内镜的端口喷洒碘伏，发
现了直径0.6厘米的不染区，为了判断
可疑病灶的性质，他通过胃镜的器械
管道插入活检钳，钳取病变组织，取出
一块切片进行病理检查，以确定疾病
性质。

自去年聊城市人民医院与冠县第
二人民医院建立紧密型医联体关系
后，冠县第二人民医院的病理检查工
作都交给了聊城市人民医院。冠县第
二人民医院工作人员将取出的切片送
到市人民医院检测，病理结果显示为
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可以叫癌
前病变，还没有发展成癌症，但需要
尽早进行手术治疗，如果不及时治
疗，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在很短时期
内就有可能发展成癌症，您这幸亏
发现得及时，早治疗早康复，身体不
会受影响。”韩玉波耐心向患者解释
道。

患者听后直呼幸运，并同意进行
手术治疗。患者在冠县第二人民医
院住院后，直接转到市人民医院进行
手术治疗，情况稳定后，又回到冠县
第二人民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整个
过程我们基本没操心，不用我们自己
跑腿，不用到大医院挂号，还能享受
到县级医院的报销比例，这对我们老
百姓来说，可真是大好事。”宋顺民赞
叹道。

自从与市人民医院建立紧密型
医联体关系以来，冠县第二人民医院
借助更高级别医院的理念、技术，向
周边群众输出优质服务，演绎出一串
串情深意浓的“医联体故事”。

“联”出群众获得感
本报讯（刘成祥）近日，一场温暖

人心的捐助活动在东阿县刘集中心卫
生院大会议室启动。

当日，该院召开“心连心、手牵
手互助活动”启动会 ，号召全院职
工 为 辖 区 内 残 疾 人 捐 献 衣 物 和 闲
置 的 家 用 物 品 。 活 动 得 到 全 院 职
工 积 极 响 应 和 支 持 。 他 们 把 熨 得
平平整整的衣服、刷得干干净净的
鞋 子 和 一 些 擦 拭 干 净 的 电 器 、家
具、玩具等家用物品捐献出来。

截至 9 月 12 日，刘集中心卫生院
如康家园“心连心、手牵手互助办公
室”共收到衣服、物品 500 余件。

“很多残疾人由于工作能力问题
在经济上不大宽裕，一些生活必需品
他们买不起或者舍不得买。医院就借

助如康家园这个平台，开展了这个互
助活动，号召职工们把家里闲置的衣
物、物品拿出来，捐助给每一位需要的
残疾人。这样既增强了职工的节约意
识，又奉献了爱心。”刘集中心卫生院
院长赵建龙表示。

刘集中心卫生院建设了如康家
园，并成立了残疾人日间照料病房、
残疾人再就业办公室，让残疾人患者
得到更加有效的治疗和康复。该院
残疾人日间照料病房共 4 间，配备了
12张病床。

该院还专门腾出一间35平方米的
办公室，并投资 5000 余元，购买了橱
子、不锈钢架子和晾衣架，安排如康家
园工作人员专职负责物资收集、管理
和发放。

刘集中心卫生院

提升基层服务残疾人能力

■ 梁丽姣

“真没想到老爷子的身体能恢复
成这样，妙手仁心，你们神经内科真
不孬。”说这话的是东昌府区侯营镇
康营村田崇云（化名）的孙子田文礼
（化名）。9 月 11 日，田崇云从沙镇中
心卫生院康复出院，田文礼握着该院
副院长、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陆才胜
的手，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田崇云今年已 93 岁高龄，田文
礼经常与他住在一起，照顾他的生
活起居。半个月前，田文礼发现田
崇云说话时经常答非所问，走路摇
摇晃晃，意识有些迷糊。“老爷子的
身体一直很硬朗，说话、走路都没啥
问题，这几天是咋了？”田文礼心中
不免疑惑。

察觉到老爷子不对劲后，田文礼
带着田崇云来到沙镇中心卫生院就
诊。听完患者家属的描述，陆才胜为
老人做了系列体格检查，拍了颅脑

CT，发现老人的丘脑和脑干有多处小
堵塞。

“虽然老大爷平常很少生病，但这
次脑中风症状明显，需要住院治疗。”
陆才胜向患者家属耐心解释。“脑中风
可不是小事，乡镇卫生院能治好吗？”
田文礼半信半疑。

“我们医院有专业的神经内科
治疗团队，会针对老人的情况做针
对性的治疗，您放宽心，治病救人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一定全
力以赴。”考虑到老人年纪大，基础
病较多，这次起病急重，陆才胜与患
者家属充分沟通，终于获得家属信
任。

老人住院后，病情加重，意识不清
并发小便失禁、发热、咳嗽等症状，主
管医师郑修凯及时对患者进行规范化
检查及治疗，神经内科医护团队悉心
查房、治疗、护理。10天后，老人的病
情逐渐好转，意识恢复，体温平稳，咳
嗽减轻。

看到老人慢慢地起身，能下床一
步步行走，说话也比之前利索了，田文
礼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有惊无险，总
算是渡过了难关。”老人出院时，田文
礼送上了“医德高尚 仁心仁术”的锦
旗，表达对神经内科医护团队的赞扬。

好的治疗效果才能赢得患者的赞
扬，口碑也是在患者的赞扬中慢慢堆
砌起来的。2017 年，陆才胜被东昌府
人民医院选派到沙镇中心卫生院任业
务副院长，在神经内科工作了14年的
他，肩负起了沙镇中心卫生院医疗业
务管理及学科建设的任务。经过深入
调查统计，他发现辖区及周边乡镇老
百姓的脑血管病发病率致残率比较
高，成立基层医院神经内科专科迫在
眉睫。

作为科室唯一的专科医师，他深
知：“一枝独秀不是春，科室想要发
展，需要凝聚人才的力量，建立专科
团队是重中之重。”于是，陆才胜带头
成立神经内科团队，拓展科室人才梯

队，带领团队走村入户进行脑血管病
等慢性病健康宣教、义诊、家庭医生
签约以及随访，一点一点积累声誉和
扩大影响力，同时与市级医院神经内
科建立技术协作关系，派出科室骨干
外出培训进修，联系知名专家来坐
诊、查房及带教，该院神经内科逐步
获得老百姓的认可，该院也成为东昌
府区乡镇卫生院中首个建立神经内科
专科的医院。

有了技术和人才的加持，该院神
经内科的诊疗水平大幅提高，来看病
的群众越来越多。“侯营镇的、张炉集
镇的、阳谷县定水镇的，很多周边乡镇
的患者都是冲着神经内科专科来的。”
陆才胜说。

“患者的痊愈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患者的感谢与信任，是对神经内科医
务工作者的鞭策与激励。”陆才胜说，

“我们已经选派医务人员到上级医院
进修静脉溶栓治疗技术，计划开展静
脉溶栓治疗，让更多患者受益。”

93岁老人脱险记

本报讯（梁丽姣）“腰疼腿疼真
是折磨人，坐着不舒坦，走路也不顺
当，人老了，身子骨不中用了。”9月12
日，回忆起这几年遭受的痛苦，阳谷县
七级镇57岁的郭咏梅（化名）的脸上布
满了愁云。

郭咏梅患有腰椎退行性病变两年
多，平时直不起腰，更提不了重物，不
能久坐，也不能久躺，只能做些简单的
家务。两年间，郭咏梅寻医问药，都无
法根治，其间，她的右腿还因为膝关节
骨质增生，引起了滑膜炎，导致膝关节
积液，膝关节肿胀。

8月21日，郭咏梅来到七级中心卫
生院。该院中医康复科主任翟雷根据
郭咏梅的情况进行辨证施治，为患者制
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把中药贴敷和康
复治疗仪相结合，7天后，郭咏梅的症状

明显好转。
七级中心卫生院中医康复科不仅

可以治疗腰腿疼这种慢性疾病，在康
复治疗方面也颇有建树。63岁的王华
（化名）因脑溢血留下后遗症，行动不
便，通过中医特色康复疗法，治疗两个
多月已经能独立站立。“刚入院时不能
走路，站都站不起来，现在好多了。”王
华说。

该康复科对每一位患者分别进行
初、中、末期康复评定，制定出一对一
的个性化康复目标和训练计划，并配
合中医辅助治疗，确保患者达到最佳
康复效果。“在传统治疗的同时，我们
对患者辅以中医治疗手段，包括中药
贴敷、拔罐、针灸，再结合岐黄针疗
法，实现了 1+1 大于 2 的治疗效果。”
翟雷说。

七级中心卫生院

辨证施治“开良方”

■ 本 报 记 者 王军豪
本报通讯员 马红坤

9月14日下午，茌平区冯官屯镇刘
马村的梨园里，绿叶掩映下，一个个历
经盛夏雨露滋养的黄金梨沉甸甸地垂
在枝头。梨树旁，种植户张加壮的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在茌平，说起秋天必不可少的水
果，很多人都会想起刘马村的黄金梨。

刘马村的黄金梨多汁、酥脆、爽
口，深受消费者喜爱，是当地果农持续

增收的一大特色产业。
“我们的黄金梨，大的能长到 0.5

公斤，小的也有四五两重，现在市场
价格是每公斤8元，亩产2000多公斤，
每亩地收入 1 万多元钱。”张加壮介
绍。

梨树间，党员志愿者正忙着采摘、
分拣、装箱。“除了能为农户提供力所
能及的体力劳动，我们还会和技术人
员一起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党员
志愿者魏洪星说。近几年，刘马村党
支部积极探索科学发展路径，2019 年

成立了绿翠园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
社通过土地流转，引进致富产业，定
期邀请技术人员现场指导，不断改良
品种，提高产品品质，效益一年比一
年好。

黄金梨成了致富果，不仅为果农带
来了丰厚的收益，还带动了不少村民在
梨园务工。村民张力在梨园务工，活不
累，一天能挣近百元工资，还不耽误照顾
家里。“咱们农民如今在家门口就业，也
成‘上班族’了”。张力打趣道。产业发
展为乡村振兴引来“活水”，在特色产业

的带动作用下，刘马村群众的自我发展
能力显著增强，发展特色产业的积极性
显著提高。

“茌平区通过‘党支部+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模式，把分散的农户、
土地资源整合起来，统一管理、统一
经营，实现了土地效益最大化，走出
了一条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双增收’
的新路径，实现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茌平
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泽汉
说。

刘马村里闻梨香

■ 本报通讯员 张震

“我们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
愿者刘全嘉积极参加志愿活动。为方
便村民到医院看病就诊，他及时帮村
民激活电子医保卡；为宣传防范电信
诈骗，他走村入户为村民安装国家反
诈中心 App……”9 月 14 日，在阳谷县
定水镇“乡村好青年”评选中，蒲庄村
党支部书记房留海积极向团镇委推
荐村里的青年人才。

“乡村好青年”评选旨在以发现、
选用、培育青年人才为抓手，全面活跃
乡村好青年“存量”，持续挖掘“增量”。

“炉里宋村的贾素芹是种粮大户，
她发挥规模经营优势，积极带动村民
在家门口就业。”镇妇联主席段凤芹
说，“还有我们的巾帼志愿者李双燕，
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活动
中，她耐心细致地帮助居家老人进行
养老认证……这些都是我们妇女‘好
青年’。”评选中，定水镇相关部门和各

村庄积极推荐青年人才，营造了干事
创业、担当有为的良好氛围。

“有了这个荣誉激励，村内的年
轻人更有干劲了。”不少村民也纷纷
在社交平台上转发报名信息，联系身
边的优秀青年，鼓励他们参加评选。

康泓村用心钻研蔬菜大棚技术
的“好青年”康恩宝，滨河新村积极参
加志愿服务的“好青年”陈元涛……
在身边人的鼓励下，定水镇各个村庄
的优秀青年们纷纷行动起来，向团镇
委递交了报名表。

“ 我 们 将 继 续 深 化 乡 村‘ 好 青
年’选培工作，挖掘农村优秀青年人
才，搭建好青年干事创业、服务家乡
的平台，充分发挥青年人才的示范作
用，为乡村振兴贡献青年力量。”定水
镇党委书记闫瑞鹏说。接下来，定水
镇将在惠农政策倾斜、重点项目扶
持、专业技能提升等方面给予“乡村
好青年”专项支持，为乡村振兴持续
注入人才动力。

瞧瞧我们村的年轻人

9月14日，阳谷县七级镇三里村梨园内硕果压枝，果农忙着给即将进入采收
期的梨树施肥。金秋时节，聊城的田野上瓜果飘香，一派丰收景象。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李存军介绍锦旗背后的助学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