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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爱看报，小时候，我常常拿报纸包书
皮、叠纸船。

我把家里的大盆灌满水，然后把我用报
纸叠的大大小小的船放进去，看着它们一只
只启航。爸爸妈妈下班回来，看着我撕烂的
报纸，没有责备，而是抱起我亲一下，然后一
起打捞那些沉在“海底”的“轮船”。

那时候报纸带给我的是“咯咯”的笑声，
是愉快的童年。

后来有一天，我从《济宁晚报》上看到一
篇关于南池公园的文章，详细写了南池公园
的由来和建设的时间。我才知道，南池公园
的历史是那样久远。公园里几个遒劲有力的
题字出自谁的手笔、南池与杜甫的关系，这些
内容扩大了我的视野，提升了我的认知。

这件事增加了我阅读报纸的兴趣，并且
在不知不觉中坚持了下来。每一期报纸都成
为我的期待，拿到首先会看看有没有关于济
宁地理风物、地域文化的文章，如果有，那就
津津有味地读起来。我把这些文章都剪了下
来，做了个精美的剪报本，把这些专题文章集
中收藏。

夜深人静，当家人睡去，我打开台灯，静
静地翻看剪报本里我收藏起来的文章。翻动
纸页的过程中，仿佛重新进行一次济宁的游
历，我一遍遍在心里感叹济宁的文化底蕴深
厚。那些文章里面提到的地标建筑都是在诉
说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济宁人的智慧，
我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谢谢《济宁晚报》，
让我认识了不一样的济宁。

1990年，我从曲阜师范学校毕业后，成
为了一名语文教师。教学之余，我喜欢到学
校的阅览室读报刊杂志，其中，一份叫《教师
报》的报纸，走进了我的视线。

1995年春季的一天，我去阅览室翻阅
《教师报》。报纸上面介绍了江苏省著名特级
教师李吉林独创并推行全国的情境教学法。
我好像发现了语文教学的新大陆，全身心地
学习起来。我一遍一遍地研读李吉林老师的
做法，用笔记本把其中的要点记录下来，然后
运用在自己的语文教学中。

我还从这份报纸上学到了张伟老师的球
形阅读教学法、于永正老师的作文教学法
等，学会了集众家之所长于一身，自己的语文
教学也更加如鱼得水。

后来，《教师报》上的文章看多了，我深受
启发，有了投稿的想法。《教师报》在2020年
年底举办了“我和学校共发展”征文，我写了
一篇征文，题目是《我和学校共成长》。这篇
文章发表在2021年1月4日的《教师报》上，
拿到样报的那一刻，我高兴坏了，备受鼓舞。
此后的日子里，我先后在《教师报》上发表了
多篇文章，深受读者好评。

《教师报》全面记录全国教师的工作生
活、国家的教育方针等，值得教师群体阅读。
今后，我不会停止学习的脚步，《教师报》将继
续陪伴着我前行。

济宁汉画甲天下，嘉祥汉画冠济宁。1月
19日，济宁市人大诗书画学会金石专委会成立
大会在嘉祥举行。

据了解，金石专委会的成立对推动济宁金
石文物研究与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相关负责人
表示，金石专委会成立后，将充分发挥自身特色
优势，以学习、研究、开发、挖掘、创新金石文化
为目标，积极担起传承和弘扬济宁金石文化的
使命。

（通讯员 张庆余 胡冬玲）

近日，中国时尚雅韵·潮童风尚盛典在曲阜
尼山圣境开幕，该活动由济宁市精品旅游促进
会、曲阜市文化和旅游局、国际奥艺委主办。
活动融合了水墨中华国风趋势发布、潮流中国
时尚童装走秀、潮童星国风大赛、潮服平面模
特大赛等多个精彩环节，为儿童模特提供了展
示自我的平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尚潮
流融合的生动展现。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摄)

推动市疾控中心创建省级区域公共卫生中心，
2025年年底前全市智慧化预防接种门诊建成率达
到60%以上，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92%以
上。1月20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了卫健部门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我市全力推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高质量发展，
尽快发挥国字号品牌效应。推动市第一人民医院、
济医附院、戴庄医院综合能力持续攀升，发挥好省
级区域医疗中心示范辐射作用，解决我市及周边群
众看病就医问题。加快专科建设，合理规划建设1
至2个代表省内一流水平的冠心病、脑卒中等相关
重大疾病专病中心。打造骨科、内分泌科、精神疾
病、心血管疾病等4至6个辐射周边省域的相关专
科，年内再新增两个国家级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开
展“天天有名医”活动，定期发布名医坐诊信息，努
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内顶级医疗服务。

实施基层能力提质提效第3个三年行动，促进
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提档升级，2025年新增
100个中心村卫生室，改造提升2000家村卫生室。
县域医共体内的医疗机构统一管理、上下畅通，“中
心药房”全覆盖。巩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

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方便群众在市域内
转诊就医。

进一步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在中医
药健康服务提升、中西医协同发展、中医药文化弘
扬等方面发力，健全优质高效服务体系。推进县级
中医院标准化，建设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特色单
位。在中西医协同领域建好3个国家级专科、1个省
级试点医院，探索具有济宁特色的发展模式。实施
中医药健康促进行动，推动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筛
查与中医药干预专项行动，构建重点人群健康中医
药干预网络。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培育好“运河
之都十二味”道地特色药材，建成12个道地药材规
范化种植养殖园区。

重点发展社区托育、托幼一体、用人单位办托
等模式，提升托育服务品质，保障托育机构安全，确
保机构备案率达到90%以上。全面提升妇幼保健
服务能力，年内计划免费为25万名左右适龄妇女开
展“两癌”检查、免费开展无创DNA产前筛查和产
前诊断约3万例，最大限度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
持续扩大老年健康服务供给，为老年人提供预防保
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临终关怀等健
康服务，不断增强老年人健康养老获得感。

近日，山东省2025年“高校学子看家乡”活
动暨济宁市“济燕归巢”“青鸟计划”就业创业系
列体验活动启动仪式在济宁医学院举行。

本次活动利用春节、寒假有利时机，面向
山东籍返乡在校大学生以及往届山东籍离校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广泛开展进企业、进园区、
进院所、进展馆、进社区等活动，畅通青年人才
与家乡“双向奔赴”，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
分就业。

为精准服务济宁籍高校毕业生，济宁市配
套开展“济燕归巢看家乡”“青鸟计划”就业创
业系列体验活动，创新开展就业沉浸式体验、
创业街区游览等多项就业创业服务活动，组织
高校学子领略济宁城市发展魅力，引导济宁籍
高校毕业生返济留济就业创业。

启动仪式上，济宁团市委发布了“青春之
城”青年礼遇清单，市文旅局推介官介绍了

“高校学子游家乡”“陪着爸妈游济宁”相关活
动政策，并为返乡学子发放济宁旅游景区套
票。大学生代表发表青春感言，点燃了到场
学子的热情。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万德龙 通讯员 房大垒)

晚报让我重新认识美丽的家乡

代新萍（任城）

我和《教师报》的情缘

刘瑜（邹城）

传承弘扬金石文化

以青春之名 赴家乡之约

来一场美丽的双向奔赴

国潮文化焕发新生

2025年年底前全市智慧化预防接种门诊建成率达到60%以上

家门口享优质医疗服务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