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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王佳声 郑莉
本报通讯员 崔仲恺 李勇

祖传正骨技艺代代传承

记者日前来到新泰孟氏医院外时，看到
医院门口停满了私家车，多数为外地车牌。
走进诊室，院长孟照明正在为淄博患者杨振
政检查病情。他介绍说，该患者是在干活时

摔伤的，右股骨干粉碎性骨折，经过3周左右
的治疗，恢复良好，治疗到1个月左右就能出
院了。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而在这
里通过正骨疗法治疗，现在才3周，就明显好
很多了。”杨振政告诉记者，介绍他到这里
就医的朋友曾经在这里治疗过，恢复得挺
好。

孟照明说，孟氏正骨疗效显著，与其悠
久的历史传承下形成的综合正骨医学和传统
治疗方法密切相关。孟氏正骨源自孟氏家族
第65代传人孟衍文，始于清朝嘉庆年间，距
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关于孟衍文初学正骨术有三种说法，其
一，孟衍文，最初名叫孟衍仁，因授业之师
叫刘奎，字文甫，故后改名为孟衍文，以表
示感激之情；其二，授业于异姓道士；其
三，当时有一位善医骨伤的武林高僧，经新
泰南下，却贫困交加困于新泰，遇衍文好心
收留，热情照顾，并于离别时传授正骨术和
医书。

孟衍文苦研医书、反复实践，以济世救
人为已任，成为孟氏正骨的奠基人。后经孟
氏数代人的苦心探索、实践，将原来单纯治
疗断胫折臂发展成为一门综合的正骨医学，
在正骨实践与丰富理论上为中医正骨北派的
形成和传承作出了贡献，并成为中华传统中
医中的一个独特体系。

柳木夹板固定伤处

记者注意到，杨振政受伤的右腿是用木
板固定的，并非西医惯用的石膏。随着右脚
脚趾活动，木板也会变形、还原。

“这是我们自制的柳木夹板，因为柳木
韧性好、可塑性强，适合全身各部位，所以
我们选用这种材质来为患者量身定做。”孟
照明说，孟氏正骨疗法的骨折固定还有弹性
固定法、牵引固定法、布带鱼鳔固定法等8种
方法。

“中医注重功能，西医注重位置，这是
二者最大的区别。”孟照明介绍说，孟氏正
骨一直以来遵循三个原则，即整体辩证原
则、筋骨并重原则、内外兼治原则，其中整
体辨证原则是核心，注重从患者身体机能的
整体出发。医者“手摸心会”，用手通过
触、摸、探，就能对病情作出正确的判断，
是中医正骨最为独特的疗法。

“疗法生于心，发于手，并结合力学原
理灵巧多变，使骨折圆满复位。”孟照明
说，这也是最难掌握的，往往需要多年经
验，孟氏正骨的治疗手法有三种，分别为诊
断手法、复位手法和活筋手法。

孟氏正骨传承300多年来，不仅肢具、夹
板等辅助工具是自制而成，药物也是独门自
制，选药严谨，整个过程采用传统工艺熬
制。其根据药物的性味归经并结合多年的临
床经验，不断改进的配方，方药中以中医理
论为基础，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疗为指
导。如今，其制剂已开展4个剂型13个品种，
先后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2项，并获省级科学
进步三等奖等奖项。

口口相传赢得口碑

记者注意到，新泰孟氏医院尽管没有大
型综合医院那么“大”，但同样是门庭若
市。孟照明告诉记者，2008年以前，孟氏正
骨的传承人都是在自家为患者治疗，“听老
一辈说，在村里大槐树下铺上席子给登门的
患者治疗、背上药箱登门治病是常有的
事。”

作为第七代传承人，孟照明、孟兆亮兄
弟俩很早就开始学习这种家传疗法，跟父亲
一起每天从早上五六点钟忙到晚上十点以
后。

“2008年，国家政策放开，允许成立民
办医院，于是我们成立了新泰孟氏医院。”
孟照明说，除了正骨，医院也配套设置了12
个科室，年门诊量6万余人次，其中前来正骨
的患者占1/3以上。通过治愈患者的口口相
传，给这所家庭门诊升级而成的医院带来了
全国各地的患者，甚至有俄罗斯、韩国等外
国患者前来治疗，医院里共有360个床位，旺
季时往往走廊里要加床，淡季也有一半以上
的入住率。

作为家传的非遗技艺，如今，孟氏正骨
疗法的4名第八代传人已经开始在医院工作，
新建成的医院大楼也即将投入使用，临床科
室将增至32个。孟照明表示，届时，他们将
更好地以传统医学为基础、以现代化科学为
依托，弘扬中医文化。

□ 本报记者 姜言明 曹儒峰

精心布置温馨的“家”

1月30日，记者跟随盛强走进一个名为
“巴巴家”的房间，正巧遇到流浪儿童聪聪在
吃早饭。作为聪聪临时抚养人的张根清和刘霞
夫妇正坐在聪聪旁边，一起吃早饭，还不时往
聪聪的碗里夹菜。

环顾四周，柔软舒适的沙发、简洁清爽的
家具、干净整洁的床被、散落各处的玩具，一
看这个“家”就是经过主人精心布置的。眼前
的这一切便是泰安市救助管理站开展的“类家
庭”救助项目的一个缩影。

“聪聪是我们给他起的名字。”盛强说，
聪聪患有脑瘫，不能说话，从去年聪聪被送进
救助管理站的那刻起，就不断寻找聪聪的家庭
信息，可惜至今一无所获。找不到聪聪的家
人，却不能让孩子失去家庭的温暖，救助管理
站特邀单位退休老职工张根清和刘霞扮演起了
聪聪爸妈的角色。让他们照顾聪聪的日常生
活，同时锻炼他的自理能力。

“聪聪身材消瘦，满身伤疤，还时不时去
垃圾箱里翻东西。饿了不能用语言表达，只会
用头狠撞墙，还把胳膊咬得满是伤痕。”张根
清向记者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聪聪的情形。

自从担任了聪聪的爸妈，张根清夫妇每天
晚上六点从家赶往救助站。照顾聪聪吃晚饭，
陪聪聪做一些简单的游戏，照料聪聪洗漱，最
后铺好床铺便给聪聪讲故事。

经过一年的“类家庭”生活，聪聪身上有
了明显的变化。盛强说：“张根清夫妇照顾聪
聪很用心，发现孩子有不良习惯就会及时纠
正，现在聪聪先前的坏习惯已经全部改正了。
开始的时候聪聪根本不会说话，现在已经会喊
爸爸妈妈了。”

救助站其他工作人员也自觉负担起叔叔阿
姨的角色，弥补聪聪由于长期流浪而引发的情
感断层。模拟正常孩子的生活环境，体验日常
的生活起居，并且带孩子一同出去玩耍，努力
构建一个新的成长环境。

帮助流浪女孩健康成长

2014年7月7日，救助站工作人员接到群众
热线电话，称一个精神病妇女带着一个小女孩
躺在大街上，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将母女二
人接到救助站进行救助。经精神科医生检查发
现该妇女病情比较严重，于是将其送到定点医
院治疗，女孩娇娇则留在救助站由“类家庭”

临时抚养人照料。
“6岁的娇娇是枣庄市台儿庄区人，父亲

早年因偷窃入狱。她上过幼儿园，沟通没问
题，只是由于娇娇跟随患有精神病的母亲长期
流浪，性格变得内向，缺少自信。”盛强说。

“针对娇娇的情况，救助站以‘类家庭’
为平台，以‘康复在机构，成长在家庭’项目
为依托，对其开展个案帮扶。”盛强说，张根
清夫妇又自觉充当起了娇娇父母的角色，同时
照料聪聪和娇娇。

救助站聘请专业心理老师对娇娇进行心理
疏导，安抚情绪。救助站还安排专门的教师，

针对娇娇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发音、穿插
讲故事、看图识物、学习汉字、数字，进行唱
数练习，让她在康复的同时，学到简单的知
识。通过“类家庭”的悉心照料，幸运的娇娇
已经返回枣庄，开始了小学生活。

有待发展为“家庭寄养”

谈起“类家庭”项目，盛强既欣喜又无
奈。欣喜的是先后三十几个孤儿在救助站得到
康复，无奈的是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是家庭，
而不是刻意制造的“类家庭”。

“给孩子最好的家庭不应是‘类家庭’，
而是真正的‘家’。”盛强说，泰安市救助管
理站计划开展“半小时距离家庭寄养活动”，
所谓的“半小时距离”是指救助者开车距离救
助站在半小时以内到达。

考虑到救助站对于这类家庭的资金安排
少、要求寄养人要有足够的爱心和耐心等因
素，盛强表示，为了让受助双方能尽快适应，
泰安市救助管理站计划先培养寄养家庭，让爱
心人先到救助站和孩子们一起组建“类家
庭”，等到双方互相适应后，由爱心人将孩子
接回家给孩子一个完整真实的家。

□记 者 姜言明 曹儒峰
通讯员 苏本善 报道

本报东平讯 1月23日，东平县举行“大
善东平人”民间设奖奖百姓颁奖典礼，230名
事迹突出、影响广泛的市民脱颖而出，分获
勤劳创业、仁爱行善、崇贤尚德、孝老爱
亲、敬业奉献5大类20个奖项。

“近年来，通过‘民间设奖奖百姓’等
道德建设活动，全县涌现出各类道德模范500
多名，其中李曙光、颜廷润、王炳兰入选
‘中国好人’，潘志国、李景光等12人荣登
‘山东好人’。他们已成为推动东平经济社
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东平县道德文明
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县政协主席刘祥涛说。

“树立道德模范，推动全社会形成知荣

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
这是举行大善东平人活动的初衷。”刘祥涛
说，经过反复思索，东平县确立以政府搭台
为基础，动员全社会力量，以民间设奖奖百
姓的形式奖励道德典型。

为此，2013年初，东平县道德文明建设
领导小组成立。同年2月，东平县向社会发出
《关于在全县开展“民间设奖奖百姓”活动
的倡议书》。东顺集团董事长陈树明最早作
出响应，每年出资4万元设立“东顺十佳学子
奖”。紧接着，“八里香励志成才奖”等纷
纷设立。2014年，东平县设奖企业总数达到23
家，奖项项目增至20个。

“颁发的是奖项，树立的是榜样。我们
对道德模范进行大张旗鼓地授奖，以此在全

社会营造人人争当好人的浓厚氛围。”东平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陈锋说。据了解，东平
县已连续2年举办“大善东平人”颁奖晚会，
对各类道德模范授奖，并通过报纸、电视等
形式进行宣传。另外，东平县建设了公民道
德教育馆，将本土道德模范人物“搬”进了
展馆，为公民道德教育提供了平台。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能够起到更好
的效果。”东平县社科联主席王文霞告诉记
者。据介绍，东平县建立公民道德教育馆，
在山东省还是首例。该馆占地2400平方米，
设有古代先贤人物展厅、当代模范人物展
厅、公民道德讲堂3部分。借助声、光、电等
技术手段，参观群众能够更直观、更深刻地
了解道德先进人物的事迹。

□记 者 姜斌
通讯员 李恒山 翟志敏 李强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自3月9日起，岱岳区馒头房、
油坊、纯净水厂、酱菜厂等小作坊，都要设立信
息公开制度，明示所有使用的原辅料，一旦出现
问题将严查。

记者近日从岱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
到，全区目前共排查到的小作坊共305家，涉及
15个产品类别，从业人员496人，其中获得食品
生产许可证的企业89家。

“岱岳区的食品加工企业多数为家庭式经
营，生产工艺简单，设备落后陈旧。”岱岳区食
药监局工作人员介绍，《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
规尚未对加工小作坊的许可、监管等措施进行明
确，使得对小作坊的监管长期处于尴尬的境地。

为此，岱岳区食药监局协同大汶口镇政府率
先出台《关于整治“无证无照”食品生产加工小
作坊的实施方案》，在大汶口镇辖区内先行试点
摸索小作坊的监管工作。限定小作坊生产加工食
品目录，食药监局对建档小作坊的产品进行不定
期抽检，一旦出现问题将严查。

□记者 张强 通讯员 刘瑞瑞 报道
本报宁阳讯 近日，宁阳县东疏镇教育发展

促进会正式成立，成为该县首家致力于教育事业
发展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据了解，宁阳县东疏镇教育发展促进会自去
年8月份开始筹备，历时半年，由知名教育专家及
热心东疏镇教育的社会各界人士志愿参加。协会
以动员全社会力量、促进东疏教育发展为宗旨，以
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营造兴学育人的浓厚
氛围、建设人才辈出的教育强镇为目标，通过各种
渠道筹集资金，为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侯佳 报道
本报泰安讯 城市的洁净，离不开环卫工人

们的辛勤付出，在“三八”妇女节期间，泰安市
妇幼保健院（市儿童医院）与泰安市环卫处联合
开展“三·八”健康“橙色”活动，免费为一线
1000余名环卫女工进行妇科体检，帮助她们掌握
健康状况，提高健康水平。

“妇女疾病的高发性和普遍性让很多女性习
以为常，容易掉以轻心，但如果不够重视、拖延
治疗，则可能对健康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此次为
全市范围内环卫女工查体，希望能够尽力维护她
们的健康状况，排查健康隐患，避免她们带病工
作。”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中心主任李岩
说，市妇保院对于此次查体活动十分重视，选派
各科室责任心强、技术实力高的妇科、乳腺科、
超声科专家承担查体任务，切实为女工们做好服
务工作。

□记者 郑莉 通讯员 黄丽娟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泰山区着力推动生活性服务业

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生产性服务业由低端向高端
转型成效显著，连续6年被评为“全省服务业发展
先进区”。

据介绍，泰山区作为泰安市的主城区，一直
是全市服务业发展的“领头羊”。近年来，全区
立足主城区这一优势，围绕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
展，着力打造了泰城金融、创意研发、商品集
散、休闲养生4大中心，并策划了两湖片区、东
部商务区等项目，新引进中国企业500强雨润集
团、民生银行、齐鲁银行等知名企业，仅泰山国
际金融中心进驻企业便达到了30家。2014年，泰
山区被确定为省级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区，全年共
接待国内外游客122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88 . 5亿元。今年，泰山区将确保实现服务业增加
值占GDP的比重达到63 . 5%。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田治国 报道
本报泰安讯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驱车来

泰安旅游的车辆与往年相比多了近一倍。出门旅
游本是一件开心事，但如果突破了守法这条底
线，可能就变成了烦心事。

2月19日，一名河南自驾游客来泰安旅游，
为了在高速公路上超速不被抓拍，他将车前牌裹
得严严实实，而把后车牌放在了后备箱里。没想
到被泰安公安交警支队景区大队的民警范晓勇逮
了个正着。

记者从泰安公安交警支队景区大队了解到，
春节假期该大队共查处酒后驾驶机动车3起、无
证驾驶2起、不按规定安装、悬挂号牌7起、伪造
变造号牌2起。先后有3人被送进拘留所，且绝大
多数违法行为来自外地游客。

随着天气转暖，自驾出游的游客逐渐增多。
泰安公安交警支队景区大队负责人提醒广大车
主，出行一定不要有侥幸心理，遵纪守法、谨慎
驾车才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

为千余环卫女工

免费查体

泰山区连续6年获评

省服务业发展先进区

岱岳区305家小作坊

需登记“上岗”

自驾出游

交通法规要牢记

宁阳首家教育发展

促进会成立

孟氏正骨疗法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手摸心会，祖传正骨自成体系

◆起源于3000多年前的中医正骨疗

法，是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泰孟

氏正骨始创于清朝嘉庆年间，已有300多

年的历史，成为我国具有影响力的祖传正

骨北派系之一。2014年11月，孟氏正骨疗

法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民间设奖奖百姓 传递向善好声音
东平涌现出各类道德模范500多名

泰安推行集救助、看护、教育、维权于一体的“类家庭”救助模式———

给孤单孩子一个温暖的“家”
◆“流浪儿童和孤儿缺乏家庭的温

暖和幸福，而‘类家庭’模式不但创造

了家的环境，还通过救助、看护、教

育、维权等方式把温暖送到流浪儿童和

孤儿心里。”泰安市救助管理站站长盛

强说。

为了能让流浪儿童和孤儿在家庭温

暖和“父母”关爱下健康成长，泰安市

救助管理站推出“类家庭”救助模式，

给每位救助站的流浪儿童和孤儿营造一

个温暖的“家”。

□曹儒峰
报道

经过一年
的“类家庭”生
活，流浪儿聪聪
有了明显变化。
图为张根清悉心
照顾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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