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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村民身边的健康守护人
——记牡丹区皇镇街道办事处卫生院内科主任医师刘瑞生

整整一个下午，杯里的浓茶几乎没动。
8月 20日，接诊完最后一位患者，刘瑞生站起身放松

筋骨，这才拧开杯盖，呷一口已经凉透的茶。
刘瑞生是牡丹区皇镇街道办事处卫生院内科主任医

师，从菏泽医专毕业后就被分到了当时的皇镇乡卫生院，
这一待就是 40多年。期间，他有数次调至城区医院的机
会，但都被他谢绝了。“乡村缺医生，我还是留下吧。”

现在，皇镇街道十里八乡的百姓有病的时候去卫生
院，习惯问一声刘医生在吗？如果在，他们就像吃了一颗

定心丸。如果哪天医院里停满了小汽车、三轮车、自行车，
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不用问，保准是刘瑞生值班坐诊，这成
了皇镇街道办事处卫生院多年来司空见惯的一道风景。

“曾经有一位患者，突发左肩部剧痛约一小时了。经
检查确诊为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死，病情危重，急需转上
级医院，可陪同患者看病的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刘瑞
生告诉记者，他一边采取紧急救治措施，一边联系 120救治
中心，同时联系患者家属，时刻不离患者左右。一直忙到
下午三点半，直到牡丹人民医院的救护车接走患者，他才
放心扒拉了几口饭，又继续下午的工作。

说到吃饭，医院伙房人员常常牢骚满腹：“刘医生吃饭
没个准点，上午吃到下午，热了又热。”怕麻烦别人，刘瑞生
就让同事顺道把饭捎来，有时饭菜凉了，就用热水冲一下。

从医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刘瑞生一大半的时间在卫生
院、在坐诊、在工作的路上，在家的时间、陪父母妻子孩子
的时间太少了。

对家人，刘瑞生始终怀着深深的愧疚。女儿十岁时，
得了肺炎，病情危重，妻子火急火燎打来电话，刘瑞生急忙
给女儿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把女儿交给妻子就返回工作
岗位。因为当时他正在抢救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因家庭矛
盾喝了敌敌畏原液急诊入院，来时已经昏迷。刘瑞生迅速
组织抢救，洗胃、输液、降颅压，连续十八天，他都没有回家，
一直在医院陪伴患者，不敢离开，直到患者病愈出院。

名气之下，刘瑞生没有止步，而是加倍努力去获取、回
应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皇镇街道周庄村一老年女性患

者，上腹部不适并伴有呕吐近半年，多地就诊不见好转，找到
刘瑞生诊治。刘瑞生询问病情，又查看患者在各级医院所做
的钡餐透视结果，对原来的诊断表示怀疑，亲自带着患者到
放射科透视，最终确诊为“十二指肠於滞症”。据此，经过半
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患者恢复了正常饮食。

四十多年的乡村坚守，使刘瑞生赢得了患者和广大群
众的一致赞誉，成为牡丹区医疗系统的一面旗帜，受到上
级部门奖励表彰 30多次，被授予“菏泽市卫生系统先进工
作者”“牡丹区十佳医务工作者”“牡丹区特别贡献奖”“牡丹
区十佳医生”等荣誉称号。

如今，总被当地群众称为“名医”的刘瑞生，却称自己
在乡镇行医中收获良多：“很高兴能得到患者对我的信任，
能够用自身诊疗经验当好村民身边的健康守护人，我感到
很满足。”

文/图 记者 李若生刘瑞生刘瑞生（（中中））与同事正在查房问诊与同事正在查房问诊

本报讯（记者 马
敏静）为了在改善市
容市貌的同时满足市
民生活需求，近期，市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
队开发区大队就近选
址，合理规划，让辖区
内的便民小摊有了固
定的经营区域，在保障
道路畅通的同时，有效
解决了流动摊贩占道
经营的问题。

据了解，修车摊、
修鞋摊、修拉链、配钥
匙摊等摊点大多没有
固定的经营场所，多以
流动经营或者占道经
营的方式存在，不仅阻
碍了城市交通，影响市
容市貌，还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为合理规
划设置便民服务摊点，
让便民摊点有序融入
城市环境，方便居民群
众，提升城市治理效
能，市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支队开发区大队以

“便民利民、群众满意”
为出发点，按照“疏堵
结合、合理布局、就近
就便、有序经营”的原
则，针对城区范围内
41处修车、修鞋、修拉
链、配钥匙“三修一配”
便民小摊，就近选址安
置在小区周边空地、人
行道以内区域。摊点
采取划线定位规定经
营区域、规范开放经营
时间、统一车辆标识广
告等方式方法明确管
理标准，严禁摊点超范
围占道作业，确保摊点

外观整齐统一，摊位整洁。
据介绍，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开发

区大队将采取多种方式，对辖区便民小摊进
行规范管理，形成长效机制。同时，为解决市
民找寻服务点难的问题，下一步将结合“城市
帮帮手”智慧小程序，对各便民小摊详细位置
进行标注，市民可通过扫描“城市帮帮手”二
维码，寻找摊点具体位置。

近日，鲁西新区联合市疾控中心在丹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肺结核免费
筛查公益活动。活动中，医护人员向群众询问是否出现咳嗽、咳痰、发热等肺结
核相关症状，还进行了免费肺结核皮试、胸部 X光检查，以进一步观察肺部是否
存在异常病变，同时，向群众普及肺结核的预防知识。此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
辖区居民健康水平，将便民、利民、惠民举措落到了实处。

记者 黄啟峰 摄

公益筛查服务惠民心公益筛查服务惠民心

8月 21日傍晚，在定陶区杜堂镇裴
河村皂角广场，抑扬顿挫的唱腔和激昂
澎湃的乐器声引人驻足，围观群众连连
鼓掌。原来，裴河村的戏曲爱好者们又
创作了移风易俗新曲目，在为村民们演
出。“喜事新办要鼓励，儿女姻缘更顺利。
厚养薄葬重人伦，孝在生前是道理……”
在阵阵掌声中，戏曲爱好者裴殿聚表演
得愈发起劲。

演出过程中，演员们接地气的表演、
朴实无华的表达，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俺
村里这几位‘戏迷’现在是台柱子，围绕身
边的大事小事，表演剧目经常‘上新’。日
积月累，现在村民都知道天价彩礼是不
对的，大操大办也是劳心费钱，都自觉开
始响应移风易俗的号召了。”裴河村党组
织书记裴殿雷说。由于群众对表演的呼

声很高，现在这支表演队伍已经在临近
村开始了“巡演”，让更多群众“沐浴”移
风易俗新风。

除了通过戏曲表演“润物无声”，出
台村规民约等基层办事章程，也给群众
提供了办事依据和参考。不久前，杜堂
镇贾庄村通过了新修订的村规民约和红
白理事会办事章程，贾庄村党组织书记
贾先波介绍：“以前村里的婚丧嫁娶攀比
之风严重，群众开玩笑说，办个喜忧事，
一夜之间就从小康回到赤贫，有苦难
言。现在有了新的规定和章程，大家按
照标准来，不再为那些旧俗所累，都打心
眼儿里高兴。”

据了解，杜堂镇动员各村党组织立
足实际情况，引领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移风易俗宣传活动，以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将移风易俗主题宣传融入歌
舞、小品、戏曲等表演中去，让村民感受
传统文化的同时，将文明新风尚宣传到
群众家门口，让好家风、好民风入耳入
心、蔚然成风。

“下一步，我们将丰富移风易俗宣
传内容，拓宽宣传渠道，通过制作活泼
欢快的视频，将天价彩礼、大操大办、
封建迷信、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的危
害展现给大家。同时，我们还要把倡
树移风易俗新风尚和‘四德人物’评选
等工作统筹推进，通过物质兑换、荣誉
表彰等方式，提高群众响应号召的荣
誉感和主动性，成风化俗，让移风易俗
观念深入人心。”杜堂镇宣传委员曹紫
薇说。

记者 郭阳阳 通讯员 周鑫

定陶区杜堂镇:镇村联动齐发力 移风易俗进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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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蚕茧织就生活富裕小蚕茧织就生活富裕““新丝路新丝路””

8 月 26 日 ，“ 丹 乡 新

韵”移风易俗文艺巡演在

牡丹区都司镇举行。活动

现场，脍炙人口的三句半

《不要彩礼最光荣》、快板

书《移风易俗倡新风》赢得

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此

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

表演方式，引导广大群众

摒弃陈规陋习，养成勤俭

节约、崇尚科学的生活方

式，倡树婚丧嫁娶新风，弘

扬美德传家风，让文明新

风走进千家万户。

记者 李若生 摄

牡丹区都司镇牡丹区都司镇：：文明新风劲吹文明新风劲吹

8月26日，在单县莱河镇江庄村蚕丝被加工车间，蚕农正在用蚕丝加工蚕丝
被。近年来，莱河镇大力发展桑蚕种养业，全镇桑园种植面积超过3万亩。为促
进村民增收致富，该镇积极引导蚕农发展观光旅游业的同时，着力延长桑蚕深加
工产业链条，使小小的蚕茧发挥出巨大的经济效益，生产的蚕丝被、蚕丝枕、蚕丝
垫等10余种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通讯员 霍保国 摄

“这是背后大椎穴，顺着再往下是肺俞穴，你们按着这里往下摸，感受穴位的位
置。”8月27日，2024年菏泽市盲人医疗按摩考前培训班在定陶区开班，授课老师使
用人体经络腧穴仪为参加2024年全国盲人医疗按摩考试的学员们进行授课。

此次培训按照《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大纲》要求，培训的内容包括《中
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经络腧穴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知识和智能化腧穴仪的
临摹实训等，旨在提高我市盲人学员的按摩技能，提高他们在全国盲人医疗按摩
考试中的通过率，最终实现就业。 记者 毛慎沛 摄

医疗按摩培训助力残疾人就业医疗按摩培训助力残疾人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