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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刘晓伟 郝锐
本报通讯员 常志坚

1月8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
高唐县清平镇东大新村西小网格村
时，一个矮小精干的身影已经忙碌起
来，他是村里的乡村医生韩元昌。

现年44岁的韩元昌，患有侏儒症，
但他并没有被命运击垮，而是发奋努
力成为一名医生。二十多年来，他用
精湛的医术为村民解除病痛，用坚定
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为村民的健康撑
起一片蓝天，谱写了一曲身残志坚且
心怀大爱的赞歌。

1997年韩元昌如愿考入山东省卫
生学校，毕业之后在济南市第四人民
医院实习。2002 年，学有所成的韩元

昌回到家乡，在村里开了一间卫生室，
成为一名乡村医生。虽然身体有缺
陷，但韩元昌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心
态，尽心尽力为村民的健康服务。

医学技术学无止境，为患者服务
永不停步。利用工作之余，韩元昌刻
苦钻研专业知识，并经常外出进修学
习，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医术越发精
湛。他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
疗各种疾病，治疗颈肩腰腿疼及鼻炎
是他的拿手绝活。

随着医术的进步，韩元昌的名气
也越来越大，十里八乡的群众有病都
找韩大夫。不但如此，德州、济南的患
者也慕名而来。韩元昌收到患者送来
的锦旗多达20余面。

“韩大夫就是俺们新村里的宝，有

韩大夫在，我们心里就踏实。”说起韩
元昌，东大新村西小网格村村民王春
兰赞不绝口。王春兰仍记得，在一个
寒冷的冬夜，家中老人突感不适，她便
给韩元昌打了电话。不一会，韩元昌
就赶到家中，及时给老人诊治，防止了
病情的进一步恶化。

“乡亲们都是我的亲人，守护乡亲
们的健康是我一生的夙愿。”韩元昌
说。多年前，韩元昌的女儿因中耳炎
转化为化脓性脑膜炎，需要进行手术
治疗，手术费需要20多万元。当时，韩
元昌的事业刚刚起步，手里没有多少
积蓄，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韩元昌一
家陷入了困境。

就在这个艰难时刻，村里的乡亲
们纷纷伸出援手，为他送来了“救命

钱”，而且乡亲们临走时，都说了同样
的话：“不着急还。”尽管后来在爱心人
士的帮助下，韩元昌的女儿在北京免
费做了电子耳蜗手术，但乡亲们给予
的这份暖心的关爱和慷慨让他深受感
动，也坚定了他回报社会的决心。

从此以后，韩元昌的卫生室对孤
寡残疾患者实行免费治疗。韩元昌对
村民的身体健康非常上心，他经常走
村串巷，为行动不便的患者提供上门
服务。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无论是风
雪交加还是严寒酷暑，只要有人需要
看病，他都随叫随到。

东大新村西小网格村党支部书
记田丁存说：“韩元昌医术精湛、医德
高尚，有他守护我们的健康，我们很
放心。”

“守护乡亲健康是我的夙愿”
——记乡村医生韩元昌

■ 本 报 记 者 张承斌
本报通讯员 左婷婷

“贾掌柜，听说咱社区剪纸文化铺
可以免费领喜字，我家儿子下周结婚，
我想领一对。”1 月 8 日上午，家住东昌
府区新区街道中巨社区化机小区居民
王春梅来到银龄文化铺，为自己即将结
婚的儿子领取喜字。

据了解，中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为进一步回应社区居民的需求，联合
阳光社工在银龄文化铺特别推出“我家
有喜事”居民专属福利，哪家孩子结婚、
哪家孩子满月、哪家老人过寿、哪家孩
子金榜题名、哪家孩子应征入伍，都可
以到社区领取专属的剪纸手作。提供
这些剪纸作品的正是社区剪纸银龄文
化铺的掌柜贾凤霞。

贾凤霞今年 60 岁，是中巨社区发
改委家属院的一名居民，退休之后，
她就把剪纸作为了自己的第二事业，
每天创作的时间不低于 8 小时。贾凤
霞的家中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剪纸，有

婚庆、十二生肖、花鸟等不同主题。为
了让更多的居民感受剪纸的艺术魅
力，贾凤霞每周在银龄文化铺进行一
次剪纸授课。

贾凤霞的剪纸作品现已成为银龄
文化铺乃至社区的一大亮点，走进银龄
文化铺的居民都会被墙上展示的剪纸
作品所折服。为推进“非遗在社区”“非
遗进万家”工作，同时增进社区和居民
之间的联系，中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策划推出“我家有喜事”志愿服务微
项目，由“双报到”单位聊城市老年大学
提供物资支持，贾凤霞负责剪纸策划和
实施，就这样，“我家有喜事”成为中巨
社区家喻户晓的文明实践项目。

结婚、生子、金榜题名、参军入伍
是每个家庭的大事。中巨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聚焦居民期待和需求，盘
活社区阵地资源和共建单位资源，凝
聚社区居民力量，创新文化为民服务
方式，把文明实践工作做到居民的心
坎上，让文明实践之花在社区每个角
落生根发芽。

我家有喜事 社区有贺礼

1月7日，在香江光彩大市场的节庆用品街区，各门店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
起，让人提前感受到满满的年味。元旦过后，春节渐近，我市的“年货经济”持续
升温。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在南湖湿地公园滑雪场，游客在教练的指导下学习滑雪

1月8日，在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戏曲爱好者在排练豫剧
《打金枝》。这几天，道口铺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里异常热闹，文艺爱好者们聚
在一起抓紧彩排戏曲、歌舞、小品、相声等节目，为街道即将举办的“村晚”做好充
分准备。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张宪鹏

冰雪经济潮起来
——我市冰雪消费持续升温带来的思考

■ 文/图 本报记者 王博

当前，冰雪经济持续升温，越来
越多的人走出家门，观赏冰雪美景、
参与冰雪运动、体验冰雪文化，在冰
天雪地里享受独特的冬日乐趣。我
市各旅游景点也抢抓这波冰雪热，纷
纷打起“冰雪牌”，一批批冰雪游乐项
目、一系列“冰雪+”消费新场景不断
涌现，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冬游产品不断上新

1 月 7 日上午，望岳湖上泛起阵
阵寒意，湖畔的南湖湿地公园滑雪场
却十分热闹。冬日暖阳下，大家脚踏
滑雪板，在广阔的雪道上畅快滑行，
享受速度与激情。滑雪场内，各类专
业冰雪运动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众
多游客前来体验游玩。

万达广场欢乐小镇的冰雪乐园
同样热闹，雪圈滑道区、雪坡混滑区、
儿童嬉雪区、彩虹滑道区等区域内，
处处欢声笑语。“逛完商场，顺便来滑
滑雪。没时间去哈尔滨旅游，在家门
口也能体验到冰雪文化和冰雪运动
带来的快乐。”市民张坤说。

大人驾驶着雪地摩托、雪地坦克
自由驰骋，小朋友乘坐雪橇、滑雪碟、
碰碰球玩得不亦乐乎，在九州洼嬉雪
乐园，十几个冰雪项目人气满满，人
们尽情地享受冰情雪趣。

我市各景区聚焦市民需求，结
合自身自然环境资源，推出一系列
冬游产品，刺激了冬季旅游消费的
增长。

旅游淡季变旺季

南湖湿地公园是一处集农业观
光、休闲渔业、种苗繁育、生态餐饮、
环境教育于一体的特色园区，依托人

工湿地优势，成为我市生态旅游的热
门打卡地。每年的春、夏两个季节是
公园的旅游旺季，但到了冬季便游客
寥寥。

近年来，南湖湿地公园将目光
瞄准冰雪运动，以冰雪文化为载
体，全力做精“冰雪+”产业，让旅
游资源全年都能“热”起来。经过
多年的运营，南湖湿地公园滑雪场
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标准化程度
持续提升，雪上游乐项目日益丰
富，受到了广大游客的欢迎。滑雪
场内设有滑雪道区、雪圈区、教练
区、动力项目区，功能分区更加完
善；滑雪场配置雪圈、雪板等器材
600 余套（件），并增添了雪地坦克、
雪地摩托、雪地悠波球、雪地碰碰
车、雪地转转树等游乐设施，雪上项
目丰富多彩。同时，滑雪场紧邻风

光秀美的望岳湖，游客滑雪之余，还
可以漫步湖畔，领略别样美景。

将淡季打造为旺季，我市多家
旅游景点以冰雪项目激起市民的出
游兴趣，在元旦、周末等假日推出特
色活动，在寒冬里依旧保持着火热
的人气。

随着济郑高铁的开通运行，聊城
迎来“高铁时代”。我市多家景区自
高铁开通之日起3个月内，面向高铁
游客统一推出了门票优惠政策，为冬
季的旅游消费再添一把火。

推动冰雪产业升级

长期以来，我市的冰雪项目主
要面向本地市场，总体来看，冰雪服
务业发展仍相对滞后，各滑雪场服
务内容存在同质化，大多以低端游
乐项目为主，专业的冰雪运动项目

较少。此外，受季节影响，也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我市冰雪运动的多点扩
充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我市在供需两侧
持续发力，拓展高质量、多样化的冰
雪消费空间，在基础设施建设、人才
培养、冰雪品牌培育等方面加大力
度，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水平，加快形
成深度融合的冰雪产业布局。

羊肚菌、荷叶茶、老式糕点……
2023 年 12 月 29 日，在聊城市冬季冰
雪欢乐季启动仪式现场，年货大集
同步启动，琳琅满目的特色产品受
到人们的青睐。这样的“冰雪+”消
费新场景在我市不断出现，体育、旅
游、民俗、健康养老等相关产业与冰
雪经济融合发展，释放出更大的消
费潜力。

我市冰雪运动的专业程度也在
逐年提升。在南湖湿地公园滑雪
场，不光有先进的造雪设备，还有非
常齐全的安全设施和器材护具。滑
雪场建设了2000余平方米的滑雪服
务大厅，配备了多名持证教练进行执
教，可以为游客提供专业滑雪服务。
雪服、雪鞋、雪板、雪镜、头盔等配套
雪具，电动魔毯、安全网等防护设
施，让游客在安全的前提下，尽情享
受专业滑雪运动的快乐和刺激。“再
过两天，我们引进的先进压雪机就
要投入使用，届时雪道将更加平整
顺滑，游客的滑雪体验将进一步提
升。”南湖湿地公园滑雪场相关负责
人说。

冰雪经济升温的背后是人们不
断变化的消费习惯。这个冬季，更
多人主动尝试甚至是爱上冰雪运
动，随着寒假的脚步越来越近，冰雪
经济将持续升温，为我市消费经济
注入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