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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尹腾淑）“没想到这么
大额度的贷款，10天就到账了，实实在
在为我解决了难题。”11月7日，在莘县
燕塔街道盛屯村经营鸡肉调理品厂的
村民李万成说。在农行莘县支行的支
持下，李万成成功获得200万元“齐鲁
富民贷”。

“齐鲁富民贷”是农行山东省分行
联合省乡村振兴局、省农担公司推出

的乡村振兴主题信贷产品，利率低、额
度高，单户贷款额度最高可达 300 万
元，同时，10万元以下为纯信用贷款，1
天就可以实现放款。农行莘县支行以

“齐鲁富民贷”为主抓手，聚焦农户、农
产资金需求，与县乡村振兴局、县农担
公司密切合作，精准支农助农，累计在
25个乡镇，为80户涉农主体，受理发放
贷款1200万元。

农行莘县支行

“齐鲁富民贷”解农户融资难

本报讯（尹腾淑）“这是我们的
宣传折页，请您看看！”11月8日，在开
发区当代国际广场，农行聊城开发区
支行员工正在向市民宣传反电信诈骗
知识。

连日来，农行聊城开发区支行组
织开展了以“认清‘新形势’，捂紧‘钱袋

子’”为主题的反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该行通过严格开户流程、签订开

户告知书、加强尽职调查、晨会学习电
诈防范要点等方式，不断增强员工反
电诈能力，确保客户资金安全。从去
年 1 月至今，已为客户挽回资金 30 多
万元。

农行聊城开发区支行

开展反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 尹腾淑

清扫棚舍、准备饲料……11 月 9
日，在位于高唐县赵寨子镇西北角的
一处肉牛养殖场，养殖户张在银早早
就开始忙碌起来。听着熟悉的“哞哞”
声，张在银开心地说：“多亏了农商银
行给我提供的‘创业担保贷’，让我能
够继续扩大养殖规模，生意越做越红
火。”

张在银经营肉牛养殖场已有七八
年了。随着养殖经验愈发丰富，张在
银扩大养殖规模的想法也变得越来越
强烈，但苦于缺少资金，一直无法付诸
行动。一次偶然的机会，从朋友那里
得知了“创业担保贷”，心急如焚的他
随即给高唐农商银行客户经理打电话
咨询办理事宜。

“没想到，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
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来到我家里调
查、核实，很快就为我成功办理了 30
万元的授信。”张在银回忆说，“这么
好的政策增加了我发展特色养殖业
的信心。没多久我就购进了 30 头小
牛犊，这一年最起码能多挣 20 万元，

‘创业担保贷’可真是帮了我的大
忙。”

张在银提到的“创业担保贷”，是
高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高唐
农商银行联合推广的一款针对农户、
个体工商户发放的小额贷款产品，是
精准支持农户、个体工商户发展产业
的乡村振兴金融产品，具有额度高、
用途广、利率低、期限长等优势，客户
可根据资金需要提出申请，符合条件
即可放款，额度最高可达30万元。

“在农商银行的支持下，小牛犊进
来了，规模上来了，我的养殖场链条也
延伸了。现在我主要走的是育肥、屠
宰和销售‘一条龙’路线，一头小牛
犊，经我们育肥后，由专业人士进行宰
杀处理，主要销往高唐县城及周边地
区的超市、饭店。我们的牛肉纯干无
水，价格也相对较低，在市场上供不应
求。”说到这里，张在银的脸上露出朴
实的笑容。

为推进绿色饲养，张在银购置了
一台玉米收割机，通过“少收费用换秸
秆留存”方式，把农户的玉米秆留下，
粉碎后加入到饲料中。这种方式既避
免了秸秆浪费和焚烧污染，又节省了
成本。最主要的是，这种饲料喂养的
牛，肉质变得更加紧实，口感更好。谈
及未来，他信心满怀：“以后，我还会

继续扩大养殖规模，也会和农商银行
加强合作，争取创造更大的效益。”

张在银的致富故事只是高唐农
商银行支持农户拓宽增收路的一个
缩影。截至 10 月末，高唐农商银行
已累计向 421 户个体工商户发放“创
业担保贷”8758 万元，有效缓解了农
户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满足了村
民发展养殖、特色种植等各类资金需
求。

今后，高唐农商银行将利用乡村
大喇叭、流动宣传车、微信群等，进一
步做好“创业担保贷”宣传工作，让符
合条件且有发展意愿的农户，实现“愿
贷尽贷”“应贷尽贷”，培育乡村发展
内生动力，让金融“活水”源源不断浇
灌乡村振兴的“幸福田”。

引金融“活水”润富民产业
——高唐农商银行推广惠农产品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梁丽姣）“狮子楼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待我们
就像亲人一样，让我们心里觉得十分
温暖。”11 月 7 日，阳谷县狮子楼街道
居民薛春霞（化名）说。

80 多岁的薛春霞患有心脏病，儿
女不在身边，日常全靠保姆照顾。作
为家庭医生，狮子楼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魏春改一直放心不下老人，
每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问候或去家中
看望。

有一次电话怎么也打不通，魏春
改和同事赶到老人家门口，询问邻居
才知道老人生病住院了。魏春改到医
院看望老人时，得知她与女儿因家庭
矛盾已多年不来往，老人很想让女儿
回来照顾。魏春改积极与老人女儿沟
通，尽力劝和，帮老人去了一块心病。

这是阳谷县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用

真心真情服务患者的一个缩影。阳谷
县卫健局组建 96 个家庭医生服务团
队，以镇街、村为主体开展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规范实施12类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为群众提供建档、慢病随
访、健康体检等免费服务，提升了群众
健康水平。

截至目前，阳谷县共建立居民健
康档案67.14万份，0—6岁儿童健康管
理 47658 人 ，孕 产 妇 健 康 管 理 1969
人。以“三高共管、六病同防”工作为
切入点，有效实施慢性病健康管理工
作，全县规范管理高血压患者 64969
人、糖尿病患者26415人。登记管理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4136人，并及时将发
现的患者纳入健康管理，提供随访评
估及分类干预。开展农村妇女乳腺
癌、宫颈癌“两癌”免费筛查项目，今年
已累计筛查19416人。

阳谷组建96个家庭医生服务团

■ 侯莎莎

“时光如梭，4 个多月转瞬即逝。
经历了高温酷暑，克服了用水困难，也
看到了山城的美丽。每当听到患者的
夸赞时，我感觉收获的比付出的多。”
11月8日晚，在办公桌旁，阳谷县人民
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刘子省这样
写道。

6 月 30 日，刘子省来到重庆市彭
水县黄家镇中心卫生院，开始了为期
半年的援渝帮扶工作。他克服语言、
气候、饮食等差异带来的不适，快速融
入当地的健康帮扶工作中。

刘子省有25年的针灸推拿经验，
擅长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中风
后遗症、骨质增生、肩周炎、面神经
炎、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

在健康帮扶中，他注重对日常诊
疗疾病做分类总结，并结合查房中发
现的典型病例、疑难问题进行教学性
知识传授。

黄家镇地处偏远山区，当地百姓
多从事体力劳动，颈椎病、腰椎间盘突
出症等疾病频发。刘子省根据患者病
情，结合针灸和推拿复位手法，治疗这
类疾病，疗效显著。

对于另一种多发病——中风偏
瘫，刘子省把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学敏
创立的“醒脑开窍”针刺法应用于临
床。他根据患者病情轻重选取不同穴
位，采取不同针刺手法治疗，帮助部分
患者逐步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为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刘子省将经验技术倾囊相授：开展科
室业务培训 5 次，尤其对中风后遗症

的康复知识进行重点讲解；不定期查
房20余次，结合疑难典型病例诊疗进
行教学性指导。

“推拿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症时，用手法对颈椎、腰椎牵引，使椎
间隙增宽，扩大椎间孔。”“在治疗时，
动作不可粗暴，要轻柔和缓，力度适
中，以防发生意外。”……在一次次实
际操作中，他详细向当地卫生院同事
讲解动作要领。

老年人健康体检也是一项必不可
少的工作。刘子省积极参与老年人健
康体检，耐心地为老年人讲解疾病预
防知识。

面对繁重的工作，刘子省说：“镇
里群众的信任，是我最大的动力。在
上下班路上，村民会把我喊住询问病
情。我向他们讲解病因，给出治疗方

案。病人听后，连连称赞‘山东的医生
就是棒’，每当这时，我心里都有一种
说不出的感动。”

暖心交流互动的背后，既需要精
湛医术，也是医者仁心，更是责任与担
当。

除了在卫生室诊疗，刘子省还积
极进村随访。黄家镇的很多村民居住
在山上，受年龄、体质、交通等因素影
响，来卫生院看病较为不便。刘子省
利用周末休班时间，翻山越岭到病人
家中走访。“主要是走访脱贫户，普及
健康知识。”刘子省说。

为把好的治疗经验和技术留在
黄家镇卫生院，4个多月来，刘子省将
技术帮扶、学科建设融入日常工作，
与医院职工、当地患者建立起深厚的
感情。

支医路上 鲁渝情长
——记阳谷医生刘子省的帮扶故事

■ 梁丽姣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言语，也没有
轰轰烈烈的事迹，他有的是一名普通
医生的平凡与坚守。他怀揣一颗“医
者仁心”，默默践行着一名医生的誓
言。

他就是胡国鹏，莘县人民医院放
射科主治医师。胡国鹏从事医学影像
诊断工作已经26年。今年6月30日，
他被派驻到距离莘县 1000 余公里的
重庆市彭水县汉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开展为期半年的对口支援和传
帮带工作。

刚到彭水时，由于气候、饮食上的
差异，胡国鹏曾出现短暂不适，但彭水

淳朴的民风，汉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医务工作者如家人般的以诚相
待，给了他温暖，让他逐渐适应并喜欢
上了这段支医之旅。

精准医疗，影像先行。汉葭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彭水县城，患者
就诊量较大，医疗服务需求较多。医
院放射科包括普通放射和 CT 两大
类，年检查 15000 余人次。“我在这里
从事的是放射诊断工作，之前专门进
修过 CT 诊断，日常工作中也经常应
用，所以工作起来还算得心应手。”胡
国鹏说。

彭水县是肺结核疾病高发区，而
汉葭社区又是重中之重。这给胡国鹏
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即便

如此，他依旧热情对待每一位患者。
每次诊断时，他都仔细检查、耐心询
问，针对患者病情给出个体化的健康
指导和科普宣教。“作为医生，我们有
义务把健康知识科普给患者，让患者
及家属了解疾病预防、养生保健等知
识，从而达到防治结合的目的。”胡国
鹏认为，帮助更多人养成良好生活习
惯，学会预防疾病的方法，是医生的重
要职责之一。

在休息期间，每当遇到现场会诊，
胡国鹏都是随叫随到，确保患者得到
精准治疗。在胡国鹏的帮教下，包括
强化 CT 在内的全身各部位检查已在
汉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开
展，为临床医生的诊疗提供了更加有

力的依据，现在平均每天检查患者大
约50人次，最多1天达170人次。

胡国鹏还在休息日深入多个乡镇
卫生院及居民家中开展义诊活动，把
优质的医疗服务带到群众身边，并积
极参与业务讲座、疫情防控等各项公
益活动。

“全心投入、履职尽责，为更多患
者解除病痛，为医疗帮扶工作贡献力
量，这是我的初衷，也是我的责任！”
胡国鹏说，“虽然条件艰苦，但支医过
程是幸福的。这段支医经历，注定会
在我的人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将激励我继续坚守医者初心，守护
百姓健康。”

跨越1000公里的“对口支援”
■ 侯莎莎

在用药方面，能食疗和物理治疗
的，不使用药物；必须使用药物的，选
择价格相对较低的药物；能靠经验和
技术确诊病症的，不开检查项目……
这是东阿县铜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中医科主任魏然 22 年来的治疗原
则。凭借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魏然
赢得良好口碑，日门诊量30余人次。

家风影响人的一生。魏然出身中
医世家，他的外祖父秦士良，是东阿县
有名的中医，曾入选《中国名医列传
（当代卷）》；他的母亲秦秀凤，曾获“山
东省基层优秀中医”称号。

受家风熏陶，魏然不断提高业务
水平。他精心诊断，竭力为病人解除
病痛。

一面锦旗彰显高尚医德。来自茌
平的仇大爷，患风湿性关节炎多年，经
别人介绍找到魏然。魏然耐心接待了
他，听完病情描述后，为他开好药方。

去拿药时，老人却发现没带钱。
老人着急地说：“俺闺女平时工作忙，
俺没通知她，坐熟人的顺路车就来
了。”魏然没有犹豫，自掏腰包为仇大
爷拿药。

仇大爷拿到药后，一个劲地说：
“遇到好心人了，回去就送钱来。”第二
天，仇大爷就带着女儿来了，不仅把钱
还上，还送了面锦旗。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
德逾于此。”医患之间信任关系的建
立，基础在于双方的良好沟通。在和
病人交流时，魏然努力营造轻松的氛
围，用大白话为患者解释病情及诊疗
方法，并对陷入困境的患者进行鼓励。

在基层工作22年，魏然对基层医
院诊疗环境的改变感触很深：“如今，
国家政策扶持力度加大，院内新增了
胃肠镜、CT等大型医疗设备。在李凤
鸣院长的带领下，科室中医药服务能
力不断提升。对中医科未来的发展，
我很有信心！”

魏然：扎根基层22年的好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