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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 栋

“驻村工作组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寿
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寇四村的王云明说，
“我们村有150亩荒地被10多户村民无偿开垦
耕种，一直不交承包费。工作组通过做耐心细
致的思想工作，合理作价，收回了土地，并重
新发包，村集体每年增加收入3 . 5万元。”

在推动“包千村联万户”活动中，寿光市
连续3年选派“第一书记”驻村，成效显著。
“以扎实工作、过硬作风，赢得了干部群众认
可，用实际行动塑造了‘第一书记’的好形
象，打响了‘第一书记’的好品牌。”寿光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教法说。

“没有你们，

修路想都不敢想”
11月12日，稻田镇董二村中心大街的排水

沟正在修建。59岁的董千官骑着自行车路过。
“刚修了大街，又修排水沟，再也不用担心路
面积水了。”董千官说。

今年，董二村新修了总长1209米的大街4
条，总长4200米的东西胡同12条，路面全部铺
设了红砖。

“要不是驻村工作组和‘第一书记’，修
路我们想都不敢想。”董二村党支部书记董甲
升说。

董二村有686口人，但每年的集体收入只
有3万元。村妇女主任李冬梅说：“连村里的
基本开支都不够。村里好几次想修路，一想到

那么多钱就放弃了。”
寿光市委组织部正科级组织员、全市选派

“第一书记”推动“包千村联万户”活动负责
人李志军，是董二村的“第一书记”。他驻村
第一天，只见村里道路坑坑洼洼，村委大院长
满荒草，村委只有一间办公室勉强可以办公。
在和党员、群众代表座谈时，李志军发现，修
路是村民多年的期盼。

要修路，钱从哪里来？董甲升告诉记者：
“寿光市委组织部提供30万元的修路启动资
金，村里190户2天内捐了35万元。”

村里的胡同铺上了红砖，上面还撒上了一
层细沙。这是李志军争取的“美丽乡村”项
目。

围绕群众所思、所想、所盼，驻村工作组
和“第一书记”办了许多实事好事。截至目
前，全市累计投入帮扶资金及实物折款903万
元，其中51个市直包村部门单位共提供帮扶资
金435 . 3万元。

调地再难，也得去做

“浇地省心了，耕种收获便利了。”侯镇
李家官庄村的李润军说。

李润军家有3亩多地，分布在村里的东、
西、南3处，有的户甚至有7块地。因为地块分
散，每次耕地请司机都很难，只能出高价。
“现在耕地每亩只要50元，很好找司机。以前
每亩70元，人家还不愿意来。”李润军说，土
地调整后，地变为临近的2块，耕种方便多
了。

调地的同时，村里修好了水渠，旱能浇，

涝能排。李润军告诉记者：“现在揭开闸门就
可以浇地。以前浇地，一家三口全上阵，太麻
烦了。”

李家官庄村妇女主任郭西梅家有2亩多
地，她借着调地把土地流转了出去。11月12
日，她的银行卡上收到了2500元的流转费用。
“流转后我啥也不用干，每亩地就有400公斤
麦子的钱，而且钱都是提前一年给，不用担
心。”郭西梅说。

李家官庄村“第一书记”、寿光市环保局
党委副书记单民刚驻村时，土地调整是百姓呼
声强烈的问题。

“你最好别动地，动地就把你卷进去
了。”有人好心地提醒单民。

“调地是很难办，但百姓都眼巴巴地望
着，我们必须干。”单民说。

从6月底开始，村里成立了近30人的土地
调整工作领导小组，驻村工作组与党支部成员
一起测量土地，帮助核算人口，研究政策，答
复问题。截至8月16日，4500亩土地全部调整
完毕。凭着公开、公正，土地调整没有出现任
何争议问题。

在驻村工作组帮助下，洛城街道西斟灌村
对17户村民不交纳承包费问题进行了调解处
理，重新签订了承包合同。古城街道西罗桥
村，也在工作组的协调下，追缴了丰俊蔬菜园
区拖欠的28万余元承包费，并全部发放到户。

留下一支不走的队伍

“我们现在撤出去，村里一点问题都没
有。”单民说，在调地过程中，李家官庄村党

支部中的5个人经受了考验，增强了与百姓打
交道的本领，丰富了处理复杂问题的经验，也
树立了威信。

刚驻村时，每天都有群众向单民反映问
题。“现在几乎一周也没有个反映问题的
了。”单民说。

对村民关心的财务，村里规定每月5号公
开，还把明白纸发到每户村民家中。“公开公
正了，村民自然信服了。”郭西梅说。

在10月中旬进行的党支部换届选举中，台
头镇马家茅坨村党支部书记马民知和其他2名
村委成员再次高票当选。“办事得人心，才能
连任。”马民知说，这是“第一书记”给了他
们信心。

寿光市总工会副主席崔庆春是马家茅坨村
的“第一书记”。刚驻村时，崔庆春压力很
大。“村委大院都是土路，村委办公室是危
房，村里一年的集体收入只有4600元。”崔庆
春说。

熟悉情况后，崔庆春按照先易后难、先急
后缓的原则，办了十几件实事。争取市财政20
多万元，加上村民捐的7万余元，为村里硬化
了路面，还把800米的生产路铺上沙石。看到
村民浇地难，又向相关部门申请打了2眼机
井，上了2台变压器。

为留下一支不走的队伍，驻村工作组帮许
多村配强了班子。稻田镇董二村、上口镇双井
口村等适时调整充实了村“两委”班子，实现
了“有人办事”。洛城、稻田、侯镇驻村工作
组，及时进行了党支部换届选举。截至目前，
全市49个“第一书记”所驻村有39个完成了党
支部换届选举，有38个村完成了村委会换届选
举。

寿光连续三年选派“第一书记”，力促薄弱村转化———

班子强了 村庄美了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辰
本报通讯员 王 朋

11月19日上午，记者来到寿光市人民医院
医疗废物暂存点时，该院工作人员正忙着将一
箱箱医疗废物搬上一辆医疗废物回收车，然后
相关人员仔细做好登记交接工作。

11月4日，寿光举行医疗废物收集处置集
中签约仪式，全市卫生系统各医疗卫生单位负
责人与潍坊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负责人分
别在合同上签字，新一年度的医疗废物委托处
置工作正式运行。

“寿光市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
院等较大规模的医疗机构，已于2005年起将产
生的医疗废物全部委托潍坊市医疗废物集中
处置中心进行规范处置。”寿光市卫生局医
疗市场执法大队队长付红军说，2011年起，寿

光将委托处置范围扩大到了综合性民营医院
和镇街卫生院，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理率实现
100%。

“医院每天可产生医疗废物1 . 7 5吨左
右。”寿光市人民医院感染办主任任玉英说，
医疗废物不同于普通生活垃圾，含有大量的致
病菌、病毒、放射性物质以及较多的化学毒物
等，具有极强的传染性、生物病毒性和腐蚀
性，其病毒、病菌的危害性是普通生活垃圾的
成百上千倍。

“因此，医疗用品都是一次性用品，不可
重复使用，需由专门的医疗垃圾回收部门回收
处理，不能流入民间再次利用。”寿光市人民
医院院长袁景亮说，在国外，医疗废物被视为
“顶级危险品”，我国的《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也将其列为1号危险废物。

“目前我国医疗废物分为5类，分别是感

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损伤性废物、药物性
废物和化学性废物。”任玉英称，“像被病人
血液、体液、排泄物污染的物品属于感染性废
物，手术中切除的肿瘤等人体组织属于病理性
废物，医用针、解剖刀、手术刀等属于损伤性
废物。”

据介绍，损伤性废物要放入防渗漏、防穿
刺的专用锐器盒内，其他所有感染性废物均用
双层黄色垃圾袋盛装。

“盛放医疗废物的容器满四分之三即进行
打包，用专用封口贴封口，注明科别、医疗废
物种类、打包人签字及产生日期等，保证每一
袋医疗废物来源可追溯。”任玉英说。

医疗废物交接要求严格。科室与医疗废物
下收人员、医疗废物下收人员与医疗废物暂存
处管理人员、暂存处管理人员与潍坊市医疗废
物处置中心人员交接，都必须双方签字，交接

资料保持3年，确保医疗垃圾不流失、不泄
漏。

村卫生室产生的医疗废物由所属的镇街卫
生院负责收集暂存和委托处理，个体医疗机构
可就近与综合医院签署协议代为处理。

“原则上，潍坊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
心每两天一次，安排医疗废物专用回收车到
各医疗单位上门收集医疗废物，然后在生产
车间进行分类处置，消除传染性。”付红军
说。

“医疗废物实行封闭运输，每辆车都安装
了监控系统，全程有专人监管医疗废物的运
输、卸载和处置。”潍坊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中心主任崔国刚说，运输回的医疗废物先暂存
在冷库内，然后再上流水线传送、称重，电脑
根据比例自动加料，然后粉碎消毒后，完成无
害化处理。

□ 本 报 记 者 单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兵

“用海盐腌的咸菜、虾和螃蟹，口感清爽、咸
香无比，是羊口人的最爱。”11月21日，73岁的寿
光市羊口镇六居委居民单爱芬说，父亲生前最爱的
宝贝，是院子里的8口咸菜缸。“海盐化了水，把
辣疙瘩、白萝卜、小黄瓜和海鱼海虾放进去，等腌
好捞出来，就是一桌大餐。”

寿光海盐有着悠久的历史，久享盛誉。夏朝以
前，寿光地区生产的海盐已经成为贡品。寿光独特
的地势、地质、土壤、气候因素、人文因素，奠定
了优质寿光海盐生产的条件。

寿光海盐采用天然蒸发、自然结晶、无碳排放
工艺生产，其感官指标特点是颗粒大，多为2厘米
左右见方的盐粒，是正常结晶颗粒的2至3倍，且晶
体方正、均匀、坚实，色泽光亮通透，呈白色或暗
白色，研碎后为纯白色，味咸、无异味。

“海盐的含盐纯度高、杂质少，达到国家优质盐
质量标准。”山东省盐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
长、山东海化羊口盐场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忠生说，寿
光海盐氯化钠含纯总量≥95%，钙镁离子含量≤
0 . 25%且钙离子＞镁离子含量，硫酸根离子≤0 . 6%，
水不溶物≤0 . 3%，水分≤3%（根据空气温湿度动
态变化）；其它非危害性水溶指标含量≤0 . 85%。

“寿光海盐以其独特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价格
优势和品质优势，畅销全国十几个省市区。”张忠
生说。

“盐”字繁体为“盐”，从造字法上讲为会意
字。如果将“盐”拆开，可分为“臣”、“人”、
“卤”、“皿”四个部分。“臣”和“人”代表盐
是由人在监视卤水煎熬，“卤”便是海水，“皿”
则是一种被称作“鬲”的陶罐。

据《中国盐业志》记载：“世界制盐莫先于中
国，中国制盐莫先于山东”。有关夙沙煮盐的传
说，自战国至唐宋流传普遍。

据说，远古时代，居住在山东沿海寿光北部一
带的一个原始部落，以渔猎为生，部落首领夙沙氏
聪明能干、臂力过人，善于用绳结网，捕获禽兽鱼
鳖。一天，夙沙氏用鬲打来半罐海水生火煮鱼，此
时一只野猪飞奔而过，他急追，等扛着野猪回来
时，罐中海水已熬干，罐底出现了一层白白的细
末。他用手指沾点尝尝，味道又咸又鲜。夙沙氏便
用细末就着烤起野猪肉来，味道鲜美可口。那白白
的细末，便是海盐。

2009年9月，由寿光市盐务局撰写的《寿光海
盐生产起源与发展》研究成果，在第九届世界盐业
大会上正式发表，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一致肯
定，进一步认定了夙沙氏在寿光周边沿海“煮海为
盐”的史实，确定了寿光是世界海盐生产发祥地的
地位。2012年8月，在“盐圣·盐都与寿光科技文
化”论证会上，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经过研讨，得
出了寿光是“盐圣”故里的结论。

寿光的海盐历史文化遗存十分丰富。2003年至
2008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东省考古研究
所、寿光市博物馆考古工作者联合，前后7次在寿
光进行考古发掘，在寿光双王城地区30平方公里范
围内发现了盐业遗址87处，其中龙山文化时期遗址
3处，商代至西周初期76处。

据北大博士、盐业专家燕生东介绍，在双王城
盐业遗址上，发现了商代盐井3口，井口呈圆形，
大者直径超过8米。首次发现了10个制盐用的沉淀
池、蒸发池，较大者面积超过300平方米。这次考
古，首次发掘出了巨型盐灶和房址，遗址群规模属
国内最大。

千百年来，盐不仅是老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制
盐业的源起、制盐工艺的革新也承载在浩瀚的中华
文明中。在谈及盐文化对城市发展的推进作用时，
寿光市盐务局局长李献忠说：“海盐不仅是海水的
结晶，更是老百姓智慧的结晶。”

如今，在寿光北部，几十万亩盐田日夜不休，
用传统工艺结合现代机械的方式，将一粒粒寿光海
盐制作出来，供给工业和食用。李献忠称，如果说
蔬菜种植代表的是“陆地文化”，那“海盐产业”
代表的则是“海洋文明”。

2012年5月22日，中国盐业协会授予寿光“中
国海盐之都”称号。继“中国蔬菜之乡”后，寿光
的另一张“金名片”从此诞生。同年10月15日，国
家商标总局正式批准“寿光海盐”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申请。

海盐腌菜，羊口最爱

□杨子建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从11月11日起，寿光市洛城街道

屯田小学开展了“校园食品、安全你我”教育活动。
在此次活动中，屯田小学聘请食品专家开展食

品讲座，让学生了解到什么才是安全食品，怎样辨
别食品的优劣，怎样预防食物中毒等食品安全常识
等。

学校还开展安全食品简笔画、漫画会展。同
时，学校还利用微信、给家长的一封信、宣传栏等
形式，与家长密切联系，构筑共同防控的食品安全
教育体系网络。

屯田小学开展

食品安全教育活动

全部委托潍坊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进行规范处置

寿光医疗废物100%无害化处理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杨晓洁

膏药在医学上由来已久，是中药五大剂
型丸散膏丹汤之一。古语有曰：膏药能治
病，无殊汤药，用之得法，其响立应。意为
如果膏药对症应用，可以药到病除，与打针
吃药相比，膏药方便、无痛。时至今日，仍
有很多人对膏药情有独钟。

11月23日下午，家住寿光兆祥小区的赵
玉芹正从王高正骨膏药的门面往外走。赵玉
芹称：“我患关节炎十几年了，病情时好时
坏。花了不少钱，都没什么效果。后来听朋
友说王高膏药疗效不错，店也离我家不远，
就去让大夫给贴了贴膏药。当时也没在意，
心想不管用就算了。”

“膏药贴着前3天没啥感觉，我还是按
照老习惯，在小区里面一圈一圈地走路锻
炼。第四天早上，贴膏药的腿感觉有点别
扭，走了一圈就疼得钻心，站不住了。”赵
玉芹说，自己硬咬着牙走到膏药店找大夫理
论，大夫王天顺却笑着说，“疼是好事儿，
是身体在排瘀除湿，疼几天神经就活络了，
以后就再也不疼了。”

圣城街道梨园村村民李庆德今年5月不
慎摔了一跤，导致股骨颈骨折，贴了王高正
骨膏药40天，骨折处基本修复，可正常坐立
和靠扶持站立。

王高正骨膏药的历史渊源，要从原王高
镇东头村（现为田柳镇）的《王氏族谱》和
《王家膏药秘笈》说起。据《王家膏药秘
笈》载：王法启救南人于胶泽，得善方相
赠，疗骨疾有奇效，行医乡梓数载，救人于
病楚间不知几多，周邑无不敬焉。

话说晚清时期，东头村人王法启少时家
境贫寒，早年间做的是赶脚的活，即拉大车
的。一年年底，他在胶莱河附近遇到了官兵
围剿的“毛子”（当时的东捻军），碰巧用

马车作掩护，救了个受伤的“毛子”。这个
被救的“毛子”是个随军郎中，当时遍体鳞
伤，手足皆断。

王法启将“毛子”接回家，按照“毛
子”给的药方抓来草药熬成膏药给他贴上，
不过两个月，竟然痊愈。无以为报，“毛子”临
行前将这膏药方子传给了王法启，并再三叮
嘱：此乃祖传秘方，治病救人可以，万不可
外传。过了几年，王法启不再赶脚，专心做
起了膏药买卖，逐渐过上了殷实的日子。

王法启之子王殿阁考上秀才后，放弃功
名，学起了中医。学成归来后，王殿阁一边
帮父亲打理膏药铺，一边利用自己掌握的医
学知识对膏药方子进行药理研究，调整改
进。试验后，骨断筋伤者贴此膏药后大多月
内痊愈，疗效神奇，王殿阁遂被人誉为“膏

药王”。
20世纪80年代，王家膏药第四代传人王

天顺，毕业于济南珍德中医学校，专攻中医
正骨。在继承父辈经验的基础上，“师古不
泥”的王天顺再次对膏药进行了大胆改良，
反复试验成功了膏药“一贴灵”及“疏风
膏”、“壮骨膏”和强筋正骨丸等药剂。

“患者年龄、体质、受伤情况不同，施
用只有一套药方的‘万能膏药’盲目、低
效，对症下药才是正道。”王天顺说，因人、因
病施治，“一病一膏，让患者活血化瘀、温经通
络、修骨养骨，最终彻底康复。”

据介绍，王高正骨膏药以三七、虎骨、
麝香、当归、红花、穿山甲、马钱子、血竭
等30多味中草药配制，多以采用动物的中药
为主，熬制方法独特。

“取生姜汁、骨胶放入砂锅中武火溶
化，将炮制提纯并粉碎细末的药品下入砂锅
中，文火熬制一小时至一小时半，其间用国
槐嫩枝不断搅拌，槐枝一味尽除火毒，等槐
枝沾药由红变紫，膏药熬成。”王天顺说。

王高正骨膏药根据不同的患者或病情对
症贴药，一般分为三期：初期病人疼痛、肿
胀，用药以活血化瘀、消肿止痛为主药，一
般5至10分钟止痛，3天左右肿胀消除。中期
病人的淤血和坏死骨基本吸收，肿胀消退，
侧重于调和气血，接骨续筋。后期病人新骨
痂基本长满，常用壮骨膏、祛风膏，促进骨
痂快速骨化，一般2至4周痊愈，无后遗症。

2013年7月，王高正骨膏药成为寿光市
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成为潍坊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王高正骨膏药：一病一膏

■寿光好味道

□单辰 报道
王天顺在展示王高正

骨膏药。

11月16日，在寿光市田柳镇数字化预防接种门
诊，家长们正带着孩子接种疫苗。近年来，寿光进
一步优化数字化设施的应用，截至目前，全市17处
预防接种门诊中，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已建成并投
用6处，在建2处。

□王静 王兵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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