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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生 速 递

·重阳

党报热线·微调查 值班记者 梁琨

10 月 16 日晚 8 时，市民王女士拨打本报党报热线
2349995反映，她说，在火炬路与红星路的交叉口的东南角
处，有一位老年男性拾荒者，面前堆着一个个鼓囊囊的塑
料包或编织包。她说，如今天气一天天变冷，像这种在大
街上的部分拾荒者或流浪人员应如何救助呢？她还向本
报咨询，如遇到这类人员，市民是否可以替他们求助，又该
通过哪些渠道求助？

“当晚因阴天，天气寒冷。看着这位老年人挺可怜，还
上前询问老人有没有吃饭，是否需要帮助？老人支支吾吾
地也说不清楚。”王女士在电话中告诉记者，然后便去周边
采购了一些物品，给老人送了过去。

接到王女士的热心来电后，记者便前去查看，确实在
路口看到这样一名老人。当记者上前询问老人一些情况，
他仍支支吾吾，不愿向记者透露，当记者问其是否愿意前
往救助站时，老人表示自己并不愿去救助站接受救助，便
拎起东西离开了。

“有些人不愿意去救助站，但有些人可能愿意去救助
站。如果我们在路边遇到愿意去救助站接受救助的人，我
们普通市民该如何做？”带着王女士的疑问，记者又拨通了
济宁市第一救助站的电话，“任何市民都可以拨打110 或
2211940，代拾荒者、流浪者寻求救助，但如何救助以具体
情况为准。如果对方精神异常，将被送入定点医院进行无
偿医治。如果对方神志清晰，是否救助应以对方意愿为
重。”市第一救助站有关负责人介绍，热心市民发现情况
后，可及时拨打110或2211940进行反馈，救助工作本着“自
愿求助、无偿救助”的原则有序展开。

如何救助路边拾荒者

为规范餐馆、饭店公筷公勺使用，深化文明餐桌行动，自7
月起，任城区市场监管局在全区餐饮单位全面推行使用“公筷
公勺”，倡导文明就餐新“食”尚。

为加强监管，该局成立督导督查组深入各餐饮单位开展
督促指导，完善常态化巡查机制，加强监督检查，严格督促餐
饮单位落实《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
法律法规，统筹推进分类实施，通过夯实餐饮单位主体责任，
强化自律，督促餐饮单位积极参与“公筷公勺”行动，主动自
觉为客人提供公筷公勺，营造安全、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
新风尚。

同时，组织执法人员进社区、进学校、进餐饮单位，开展“公
筷公勺”主题宣传活动，发放“公筷公勺”倡议书，引导各餐饮单
位通过加强自律、提升服务、塑造品牌、打造典型，展示出良好
的行业形象。通过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张贴宣传画
等多种形式对在餐饮单位推行“公筷公勺”的目的意义进行广
泛宣传，印制并发放拒食野生动物、公筷公勺宣传画20000余
份，拒食野生动物、公筷公勺即时贴8000余份，在全区8000余
家宾馆饭店、餐馆、大中小食堂等重点部位，张贴展示使用公筷
公勺公益广告、文明餐桌提示等，提醒用餐人员使用公筷公勺，
养成文明用餐好习惯。

据统计，辖区目前已有6000余家餐饮单位积极配合“公筷
公勺”行动，使备餐时“公筷公勺”成为每个餐桌的标配，自觉做
到菜品明码标价，不欺诈顾客；餐饮具严格清洗消毒、趁热摆
台，不“一盆水一块布”洗碗刷盘；从业人员佩戴口罩手套，不飞
沫传播污染；引导适量点餐、“光盘”“打包”，不铺张浪费；实行
明厨亮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郭怀清

使用“公筷公勺”
共享“筷乐”

10月25日又逢九九重阳节，为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助
老的传统美德，仙营街道在辖区内陆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让社区的老人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感受到了晚年生
活的幸福。 ■通讯员 于治 摄

为丰富军休干部退休生活，满足军休干部的精神文化需
求，10月21日上午，汶上县军休所举办了军休干部首届秋季趣
味运动会。本次运动会设有套圈、夹玻璃球、投乒乓球、投飞
镖、仿保龄球等5个比赛项目，参赛人员为全体军休干部。

比赛中，军休干部们热情高涨，奋勇争先，全身心地投入到
比赛中，尽情享受健身运动带给他们的快乐,切实达到了“陶冶
情操、健身强体”的比赛目的。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邱传峰说，举办此次趣
味运动会是深化完善我县军休干部医养结合试点工作的重要
举措，也是展示全县军休人员精神风貌一次盛会。他希望全体
军休干部赛出好心情、练出好身体，把参加此次运动会作为强
身健体、陶冶情操的好机会，充分展示军休人员奋斗不息、与时
俱进、永葆活力的精神风貌。

经过激烈角逐，5个比赛项目均产生了一二三等奖。此次
趣味运动会的举办不仅丰富了军休干部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营
造出了良好的健康生活氛围，充分展现了军休干部“退有所为，
退有所乐”的精神风貌。 陈圣青 何敬锋

军休干部举办趣味运动会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本报通讯员 刘新红 孟祥宇 于颖 摄影报道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为弘扬中华民族孝老、爱
老、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曲阜市多地开展敬老节活
动，营造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的和谐氛围。

10月23日，在小雪街道吉祥社区的文化广场上，
148名老人欢聚一堂，观看演出，共庆重阳。根据老人
的需求，街道领导和赞助企业还现场为吉祥社区80
岁以上老人发放了四件套、鸡蛋、200元长寿金等礼
品。围绕“敬老月”活动主题，老年大学志愿者为社区
老人送上《好日子》《在希望的田野上》等精彩节目；
《山里人乐的好潇洒》《相伴一生》等广场舞队表演更
是让老人感受到节日的幸福。

在陵城镇辛庄村，全村112位65岁以上老人则围坐
在桌前，吃着糖、瓜子，闲话家常，现场气氛温馨和谐。
现场，来自陵城镇的庄户剧团为老人们带来了一场热闹
的表演。听着耳熟能详的曲目，有的老人不禁打起拍
子。三句半、小品让老人们笑得合不拢嘴。辛庄村支部
成员、志愿者齐上阵，为老人们端菜、倒茶。一张张温馨
的笑脸、一声声亲切的问候，更增添了几分重阳亲情。
此次重阳和谐宴，老人们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不仅
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融洽了村民间的孝老
敬亲氛围，推动了美丽乡村建设。

陵城镇团委还组织了一些青年志愿者、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者开展了“金晖助老”行动，为结对帮扶的
建档立卡贫困老人送去节日祝福和慰问。老人们都
表示今年的重阳节过得真是不一样。

10月22日上午，王庄镇则在辛庄村老人幸福食堂
内举办了百姓儒学节孝老敬亲宴。百姓儒学节，浓浓
敬老情。为了这一顿诚意满满的饺子宴，一大早，热心
村民和志愿者们便开始忙活了起来，有调馅、和面、擀

皮、包饺子的，还有洗菜、切菜、炒
大锅菜的，现场好不热闹。不
一会功夫，一盘盘包好的饺
子就排好队准备下锅了。

中午十二时许，在
镇村干部的祝福声中，
饺子宴正式开席了。色香
味俱全的菜肴和热气腾腾水
饺依次上桌，老人们围桌而坐，
边聊着家常，边品尝热气腾腾的
饺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老人们
纷纷表示：“现在的社会真好啊!乡里
也做得好，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独，时
刻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温暖。

一系列活动的开展不仅让老人感受到
喜庆与欢乐，更是留下了情，体会到温暖与关
怀，也更好地营造出了“和睦邻里、互帮互助、敬
老爱老、共创和谐”的浓厚氛围。

爱爱 满满 重 阳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梁琨
本报通讯员 刘雪华 魏晗 摄影报道

10月21日一大早，记者一行来到金乡
县金兴商贸城西环卫生所。推开诊所大
门，古色古香的装饰闯入眼帘，“同和堂”的
牌匾格外醒目。在大厅的右侧，李树春正
端坐在桌前，右手三根手指摁压着病患的
手腕，不时与病患交流着。

60岁的李树春是“同和堂”的第四代传
承人，他40多年如一日，用精湛的医术，解
除病人的痛苦，在坚守中，让中医药走进千
家万户，护佑着一方百姓的安康。

为病患 仁心妙手解烦忧

上午十点左右，诊室内已拥满前来就
诊的人。大家取号、排队、叫号，耐心等待，
秩序井然。对每一位病患，李树春都会仔
细地望、闻、问、切，开方、拿药，即便候诊的
时间有点长，也未曾有一位病患显出不耐
烦的情绪。

“李大夫，上个疗程的药我已经吃完
了，感觉好多了。您再帮我把把脉，看看还
需要再吃吗？”家住羊山镇杨庄村的杨大
爷，今年已76岁，他全身关节疼痛多年并以
髋骨内侧最为严重，腰背佝偻无法挺直，辗
转各医院均未得到有效治疗。经过李大夫
两次诊视，服用汤药后，杨大爷全身关节疼
痛症状得到明显改善。

翻阅李大夫的就诊记录，发现他诊治

的病患遍及各地，有金乡的、周边县市区
的，也有菏泽、青岛、淄博、天津、安徽等各
地慕名而来的。

天津的鹿女士就是受益者之一。29岁
的她原打算步入婚姻殿堂，但却出现右上
肢及下肢皮肤起红疹逐渐扩大并融合成片
溃烂流水，辗转各大医院多次就诊治疗半
年后，病情仍未得到缓解，为此婚期一推再
推。“去年10月，听朋友提起金乡的李树春
大夫，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李大夫。喝
了几个疗程汤药，皮肤病竟好了。”采访时，
鹿女士激动地说。她终于如愿以偿穿上了
洁白的婚纱。为表达感谢，鹿女士还专程
送来精心制作的一面锦旗。

一切为了患者，是李树春牢记在心的
神圣使命，他一直秉承“医之精诚”的祖训，
兢兢业业，不越雷池，以病为师。他对所有
患者一视同仁，总是耐心细致地询问了解
病情，解答他们的疑惑，为他们制定有效的
治疗方案，不仅让众多患者获得了康复，也
让患者感受到浓浓的关爱，赢得了患者和
家属的赞誉！

为医术 漫漫求索学习路

李树春出身中医世家，是“同和堂”第四
代传人。从其曾祖父时期，家中便有着李家
独到的医学研究和经验，特别是在不孕不育、
高血压病、糖尿病以及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疾
病、肿瘤等疾病治疗上取得了较好疗效，尤其
在妇科疾病治疗上更有他的独到之处

方程和许倩因工作需要，长期居住在
宁波。妻子许倩发现怀孕，两人激动不已，
几周后，B超检查竟发现胎儿没有胎心。夫
妻俩跑遍了当地的10多家医院，西医大夫
都劝说放弃治疗。绝望之时，方程听他在
老家的同学说到李树春，于是便慕名前
往。“李大夫了解情况看完诊后，也只说‘试
试看’。我们也只能抱着‘试试看’心态，喝
了几副汤药后，再去做B超，竟然有胎心
了。”谈起当年的经历，方程仍按捺不住心
中的喜悦。如今孩子已经6岁，每次回金乡
老家，他都会带着孩子去看望他心中的恩
人——李树春。

“双侧输卵管堵塞，服用汤药几个疗程
后，竟受孕了。”“久治不孕，经过几个月的
治疗，如今已受孕26周。”……一个个成功
案例，堆筑起李树春从医路上的掌声与鲜
花，也给了他莫大的支持和鼓励。“谢先生
的媳妇怀孕了；肖云镇的肖女士9年不孕还
因此离了婚，治疗后现已有7个月的身孕
……看，每个月都有不少朋友给我报喜
呢！”李树春很幸福翻阅着微信中的照片，
眼里流露出满满的成就感。

“中医、药典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应跟
随时代更迭，让中医在瞬息万变中得以传
承。”李树春年幼时，父亲便传授其中医药
理论，令其苦读经典，以四诊合参为根本，
注重健脾胃固中焦生气血为基础。在从医
过程中，李树春发现当今人群多痰湿多瘀
寒多湿毒体质，为此结合扶阳法脉向外枢
转痰湿瘀寒毒为关键，在祖传方药基础上，

不断实践总结及改进，在用中药调理内外
妇儿疾病为更好地服务病患，四十余载的
从医生涯，李树春从未间断过对中医医术
的漫漫求索。尤其近年来，县卫健局对全
县中医药事业进行了大力扶持，多次邀请
省内知名中医专家对县内30多位中医进
行专业指导，还经常组织公益性中医义诊
活动，李树春每次都像小学生一样虚心认
真学习和交流。时至今日，他每天早晨都
早早起床看书学习，晚上再累也要写总结，
每年还自费外出学习10余次。

为传承 薪火相传五代人

在李树春为络绎不绝的病患诊视时，
坐一旁的儿子李海桥，认真仔细、有条不紊
地记录父亲的医嘱和用药。在众人眼里，
李海桥已成为“同和堂”的第五代传承人。

“为了传承，只要有愿意学的，我都会
认真教，好让他们也去救治更多的人。”李
树春说，由于一些惠民政策的相继出台，
现在基层医疗中医报销比例也逐年提高，
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认可中医并接受中医
诊治。“扎根基层这么多年，但也深感健康
金乡责任之重。我们也将继续把中医药
发扬光大，让‘同和堂’继续为金乡县人民
群众的健康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李
树春说。

“受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新一代
的中医人，更应该有魄力，有激情，有行动，
成为执着追随中医的‘火炬手’，把祖先留
下来的宝贵遗产继承好、发扬好。”作为第
五代传承人，李海桥从山东中医药大学研
究生毕业后，本打算留在大城市发展，最
后，他还是选择回到父亲的身边，他说，“看
到那么多病患向父亲报喜，表示感谢，我也
被这种情感深深感染了。我决心也要做父
亲那样的中医人，造福百姓，传承中医。”

弘扬中医国粹护佑百姓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