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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AOCHENG RIBAO民生

■ 本报记者 陈金路

她来自基层，在食品药品监管和市
场监管领域一干就是 10 年；她是东昌
府区市场监管末端的领头雁，对辖区内
商户的经营情况了如指掌；她对工作任
劳任怨，每天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到
工作中。她就是东昌府区市场监管局
站前监管所所长陈东霞。

作为市场监管人

把责任举过头顶

实际上，陈东霞从东昌府区市场
监管局道口铺市场监管所调任到站
前监管所仅半年时间。在道口铺市

场监管所工作期间，针对服务辖区内
各个业态的商户、营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陈东霞想方设法为辖区商户出谋
划策，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在实际工作中，陈东霞常常带领
同事走进农村庙会、集市等场所，开
展 农 村 食 品 假 冒 伪 劣 专 项 治 理 行
动。同时，加大食品、药品、特种设
备、反不正当竞争、价格收费、广告等
各领域执法力度，综合运用法治监
管、智慧监管、价格监管、信用监管等
手段，构建具有辖区特色的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全域监管模式，重点对
辖区内保健食品经营户进行逐户排
查，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虚假广告、制
售假冒伪劣产品扰乱市场秩序等违

法行为，不断优化消费环境，助力辖
区经济稳步发展。

作为“第一书记”

把群众装在心中

2015年6月至2017年5月底，陈东
霞被东昌府区委组织部选派为道口铺
街道四甲李村“第一书记”。起初，她
把村里的各种情况都一一记入工作日
记，并按照情况分类，制定出目标。

当得知村上有位80多岁且生活困
难的老人时，陈东霞前去了解情况。
老人名叫王安景，因疾病常年吃药，还
得照顾有精神残疾、失去劳动能力、长
年卧床的儿子，生活艰辛。于是，陈东

霞马上联系东昌区妇联，为老人申请
“贫困母亲”资助，为这个困难家庭争取
了 2000 元扶贫资金。王安景激动地
说：“这笔钱解决了我们生活的大问
题，真是太感谢您了，陈书记！”

不仅如此，当得知村里有位患
白血病的大学生时，陈东霞随即向
东昌区食药监局领导汇报，发动同
事为其捐款 8000 多元，她还号召家
人、同学、朋友及社会上爱心人士开
展募捐活动，共计捐助救助款 10 余
万元。

两年时间里，四甲李村的群众真切
感觉到，这个“陈书记”是来给他们真办
事、办真事的“服务员”。陈东霞将群
众装在心中，也走进了群众心里。

陈东霞：责任举过头顶 群众装在心中

本报讯（通讯员 常霞 王效山）近日，茌平区“徒骇河在我家乡流
过”文化主题全国征文活动结束后，优秀稿件结集出版，文集共收录诗
歌21篇、散文58篇、小说4篇、文史9篇，全书约22.8万字。

12月17日，《徒骇河在我家乡流过》主编刘本科介绍，为挖掘徒骇
河（茌平段）历史文化，传承徒骇河两岸故事，感受徒骇河古今沧桑，展
现徒骇河人文精神，重塑徒骇河独特风采，提升人们对徒骇河文化的认
同感、归属感，进而凝聚人文共识，增强文化自信，2023年8月茌平区启
动“徒骇河在我家乡流过”文化主题全国征文活动。活动共收到全国各
地来稿616篇，择优在“智慧茌平”平台推出168篇。经过二次海选和专
家评审，最终评出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

来稿内容涵盖新老徒骇河考古寻踪、历史风貌、自然风光、文化风
情、民间故事、地方民俗、非遗文化、特色美食、宗教场景、枣乡记忆、传
统手造、特色种植、重点产业等，紧紧围绕徒骇河古今文化、百姓生活、
美丽风光，以独特视角反映徒骇河的沧桑变化，激发人们共护美丽徒骇
河的热情。

《徒骇河在我家乡流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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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傍晚，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来往车辆在南关桥通过，船只在平静的湖面穿行，动静相
宜，尽显美丽夜色。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本报通讯员 王思平

■ 本报记者 夏旭光 郭绍隆

10 月 24 日 12 时，记者从果洛藏贡
麻村出来，接着奔赴第三个采访点——
刚察县人民医院。此时，高原反应越来
越厉害，头痛欲裂、胸闷、干呕，喘不上
气。

来到刚察县人民医院妇产科，见到
聊城援青医疗队队员、聊城市中医医院
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单珂。她一看到我
们的状态，焦急地说：“脸色苍白、嘴唇
发紫，你们的高原反应太厉害了，快点
坐下。”接着快步走出去和护士拉了医
用氧气罐过来，熟练地接上吸氧管，安
排我们吸氧。“高原反应最好的应对办
法就是吸氧和休息，你们吸上氧就能好
点，今天也别采访了，好好休息吧。”她
说。

吸着氧，头枕着胳膊，无力地趴在桌
子上，采访团成员真正感受到了高海拔的
威力。

吸氧半个小时，高原反应稍有缓解。
大家忍着难受，拿出采访本，整理好摄像
机，准备采访。“真的，你们别采访我了。
我知道高原反应强烈的状态，你们都难受
成这样了，别再采访了，好好吸氧休息。”
单珂连连摆手拒绝。

在记者们的强烈要求下，单珂慢慢讲
起了自己的援青故事。

“我今年3月份来到了刚察县人民医
院妇产科，开展援青工作。刚来的时候，
我也和你们现在一样，高原反应严重，特
别是活动多一点或者做完手术以后，头疼
气喘更加剧烈。”单珂微笑着说，缺氧不缺
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面对困难没有好
办法，只有克服。

援青，是跋山涉水的情感，是攻坚克
难的力量，是筚路蓝缕的创业，是溯源而
上的大爱。

由于地理和经济条件的限制，高原地
区医疗资源长期匮乏，基础设施薄弱。来
到刚察以后，单珂最大的感受就是交通不
方便，医疗技术和硬件条件落后。享受高
质量医疗服务、在家门口看好病，是当地
广大患者最朴素的心愿，也是聊城医疗援
青的初衷和目标。

“不少孕产妇都住在大山里，因为路
途比较遥远，取血和孕期检查极为不便，
给随诊带来了很多困难，孕产妇的健康
无法得到及时保障。”半年来，单珂经常
随医疗队去偏远的村里、大山里进村入
户开展义诊，并针对一些有并发症的产
妇进行随诊，及时打电话督促她们做检
查。

“放在肚子上的中药袋子很神奇，住
院治疗两天，症状就减轻了。”让患者才
让藏毛啧啧称奇的，是单珂实施的妇科
中医适宜技术。“高原气候比较寒冷，温
差较大，牧区女性户外劳作时间比较长，
易受风寒、湿气侵袭，患生殖系统炎症者
较多。以前，她们常用抗生素进行治
疗。我来后，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了中医
理疗、中药封包塌渍和中药保留灌肠等
中医适宜技术，疗效稳定、副作用少且费
用低，获得了众多病人的认可。”单珂笑
着说。

单珂不仅带来了一些技术上、流程上
的规范，还针对刚察县的气候特点和多发
女性疾病开展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她的名
气很快就在刚察县传播开来，不少病人慕
名前来挂号。

总有一些美好的梦想值得坚守，总有
一些温暖的力量值得铭记，总有一些感动
的瞬间值得定格。

“有一个病号挂上我的号，见到我就
说，‘我专门来找山东医生看病’。当听到
她说出‘山东医生’的时候，一种自豪感和
责任感油然而生。”单珂告诉记者，那是一
位怀孕30周左右的孕妇，家在西宁，在刚
察工作，孕期频发湿疹，瘙痒严重。她在
别的医院诊断后，用了口服药物和外用药

膏，但疗效不明显，经常反复，很担心胎儿
受到药物的影响。

单珂给她把脉问诊，并通过舌苔脉
象和症状进行诊断后，给她开了内服中
药、熏洗药包及外涂药物。患者用了一
周后，周身瘙痒、湿疹的情况明显改善。
她再次来到医院，向单珂表示感谢：“单
大夫，太感谢您了，不但解除了我的痛
苦，还保证了胎儿的安全，看病就找山东
医生。我以后的产检、分娩都要过来找
你。”

如今，这位患者的宝宝已经两个多
月了，非常健康。她和家人有什么问题，
都会过来找单珂。“非常感谢患者对我的
这份信任。是‘山东医生’这个称呼，激
发了我莫大的信心、荣誉感和责任感，更
激励着我去克服各种困难，争取把工作
越做越好。”单珂自豪地说。

从江北水城到海滨藏城，他们，因选
择而精彩，因责任而坚守。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聊城医疗援
青队员的精湛医术和奉献精神，像一颗
颗充满爱与力量的种子，正在刚察各族
群众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单珂
告诉记者，医疗队将不改初心、不负韶
华，在新征程上继续谱写“鲁青一家亲”
的大爱赞歌。

“看病就找山东医生”
——从“繁森”到“繁星”主题采访团青藏行采访日志⑥

12月13日，度假区天佑清华幼儿园的小朋友正在体验石磨豆浆工
艺。近年来，我市积极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组织众多幼教机构开
设茶艺、石磨等独具特色的劳动体验课程，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
力，在实践中养成热爱劳动的良好品质。 ■ 本报记者 刘庆功

本报讯（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姜丽） 12月14日，由聊城市象棋
协会主办、聊城市弈天棋院承办的“运动东昌湖”2024年聊城市青少年
象棋锦标赛举行。

此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180余名青少年象棋爱好
者参加，他们以棋会友，展开了一场场智慧与策略的精彩较量。

比赛现场，棋手们全神贯注、斗志昂扬，在“楚河汉界”上精心布局，
展开激烈对决。他们或沉思对策，或果断出击，尽情展示自己的棋艺，
现场气氛紧张而热烈。

本次锦标赛不仅为青少年象棋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切磋的平
台，还积极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促进了象棋运动在青少年
群体中的普及。

2024年聊城市
青少年象棋锦标赛举办

本报讯（记者 吴兆旭） 12月14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2024
年山东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名单，我市阳谷县图书馆·“悦读时光”少
儿馆、拾光·书房、博平镇仰山书院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中国高唐书画文
化体验馆、东宛园商圈文化空间入选。

今年以来，我市健全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持续发现和推
出一批外在形式“美”、服务功能“好”、理念模式“新”的公共文化空间
创新案例，引领城市、乡村新型文化空间建设。通过积极探索建立优
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以“小而美”模式深入推进新型公共文化空
间建设，鼓励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嵌入景区景点、商业街区、公共文化
场馆和城乡基层。着力打造公共阅读空间、基层特色文化空间、商圈
文化空间、文博艺术空间、沉浸式文化艺术空间、美丽乡村文化空间等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
推动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方便快捷、全民共享的新型公共文化服
务网络。

省级“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名单公布
聊城五地入选

本报讯（记者 张洁 通讯员 盛殿华）12月17日，午饭时分，记者
走进高唐县璃寺镇茄子王村的“幸福食堂”，大厅干净卫生、明亮舒适，
桌椅摆放整齐，墙壁上挂着标语和温馨提示，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对老
年人的关怀与尊重。

志愿者分好餐，将热乎乎的饭菜端上桌，陆续到来的老人们围坐在
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聊着家常。食堂配齐了餐具、消毒柜、冰箱等设
施，确保老人在食堂内吃得舒心、吃得放心。

“幸福食堂”项目旨在为村内老年人提供物美价廉的餐食，同时增
进老年人之间的交流，减少其孤独感，为老年人食有所依、老有所乐的
晚年生活提供助力。

今年以来，高唐县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积极探索农村养老新模
式，为老年人提供更贴心、更暖心的服务，真正让“幸福食堂”成为点亮
老年人晚年生活中的幸福“食”光。

高唐

幸福食堂开启幸福“食”光

华灯初上夜色美华灯初上夜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