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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丁兆霞
通讯员 王 艳 报道

本报日照讯 “咚咚锵，咚咚锵……”12月
22日，伴着锣鼓声，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辛
庄子村“文明迎亲队”迎来了第66对新人。没有
扒衣服、摔鸡蛋、扔下海等“闹婚”现象，这里
有的只是文明迎亲队举着彩旗、敲着锣鼓迎接新
人过门。

为将移风易俗活动落到实处，近年来，安东
卫街道以各村为主体，通过“三会两公一评议”
制度成立了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自治
组织，将移风易俗纳入各村《村规民约》，倡导
出了“健康文明办喜事、简洁节约办丧事”的文
明新风。

其中，早在2009年，安东卫街道辛庄子村就
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推选10名群众威信高、
办事能力强的老党员、退休老教师和村民代表作
为红白理事会理事，具体负责本村农户在办理
“红白”事中的花销与规模。所需服务人员，也
由村委会出面发动村民自愿组成，通过村民间互
帮互助，节省办事人员成本。与此同时，还专门
制定了《辛庄子村红白理事会章程》、《辛庄子
村喜俗、丧俗活动行为规范》等制度，规定了
“红事”中“迎亲车队不超过6辆”“置办婚礼
酒席不超过20桌”；“白事”时丧事一律从简，
不滥发通知，不使用棺材，一律进行火化，不用
纸人、纸房、纸汽车等殡葬用品，不请“响
器”，吃饭全部“一碗端”等规定。6年来，村
庄共接办红白大事86起，为群众节省资金90余万
元。

□记 者 栗晟皓
通讯员 李 娜 王 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因操作不当，自家的汽车撞伤
了自己，保险公司赔不赔？12月24日，记者从日
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这样一件案例：有一
名女子自己开车撞伤自己，向保险公司索赔未
果，转而将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

80后女子王玲（化名）和老公一起做废品收
购生意，2014年4月，两人买了一辆轻货车用于
装载、运输货物。2014年9月的一天，王玲的老
公开着货车回家，将车停在自家院外的路边就离
开了。不一会儿，王玲从家里出来，发现丈夫没
关车大灯，她便打开车门，站在车边关大灯电
源，然而，货车却在这时发生溜车，致使王玲手
臂骨折。后经认定，此次事故系“王玲为关闭大
灯电源，站在驾驶室旁边打火，由于操作失误，
导致轻货车溜车，致使其手臂受伤。”事故发生
后，王玲住院治疗10多天，花费4万余元。由于
给车辆投保过第三者责任险，出院后，王玲向保
险公司索赔，然而，保险公司以“不属于三者险
赔偿范围”为由拒赔。王玲随后将保险公司诉至
东港区人民法院。

在驾驶室外打火溜车，导致自己受伤，这种
情况下，第三者责任险是否应该赔付？据办案的
法官介绍，在第三者责任强制险中，被保险人包
括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格驾驶人，具体到某一特
定交通事故时，被保险人要么是投保人本人，要
么是其允许的合格驾驶人，二者只能择其一，谁
是某一具体事故的被保险人，主要判断依据是事
故发生时，保险车辆由谁操控，危险源由谁开
启。

而本案诉争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车的被保
险人特定化为原告王玲，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被保险人非属交强
险中的第三者，因此，原告王玲在诉争事故中应
当被认定为被保险人，而不能被认定为第三者。
而无论是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还是商业三者责任
险，均属于责任保险的范畴，责任保险的保险标
的为被保险人对不特定的第三人所负的赔偿责
任。既然王玲不属于第三者，其损害自然不能由
第三者责任险最终承担。

据此，法院最终驳回了王玲要求保险公司赔
偿损失的诉讼请求。

□ 本报记者 从春龙

为地瓜找到新出路

11月2日上午，记者见到凌福叶的时候，
她正在给几位加工煎饼的妇女发放工作服。
“以前穿得比较随意，今年我专门找人做了工
作服。我们做食品加工，必须保证安全和卫
生，往后必须规范起来了。”换上统一的白色
工作服，大家立马精神抖擞，进入了工作状
态。

除了工作服外，凌福叶今年还新添置了4
台燃气煎饼鏊子机。“速度比以前快了一些。
以前用土鏊子滚煎饼，得用两个人，一个烧火
一个负责‘滚’，现在一个人就能操作了。最
重要的一点是，烧煤气比以前卫生多了，再也
没有了尘土飞扬。”凌福叶说，工人们以前习
惯用土鏊子，这种旋转式的燃气煎饼鏊子机，
很容易上手，加工了几十张，工人们就可以熟
练操作了。

贾家沟及周边的村庄，都有种地瓜的传
统。以前，村里的妇女几乎人人都会滚煎饼，
地瓜煎饼是村民最重要的主食。随着社会的发
展，村民都忙着外出打工挣钱，也吃上了更为
便捷的馒头、米饭。于是，地瓜煎饼这种费时
费力又考验技术的加工方式，逐渐淡出了人们
的视野。

但是，当地的自然条件还是适合种地瓜。
以前凌福叶做过地瓜收购，帮村民找销路。

2007年，凌福叶和丈夫两人收购了32万斤地
瓜，却遇上滞销，最终只卖出去了20万斤，剩
下的只能眼睁睁看着烂在地窖里，一家人心疼
不已。

如何利用这漫山遍野的地瓜，而不是白白
烂掉或者几毛钱一斤贱卖呢？凌福叶四处考
察，有一天在一个远房亲戚家无意吃到了手工
地瓜煎饼，那种儿时的老味道一下子抓住了她
的思绪。“十几年没吃过了，还是小时候的味
道。当时突然有了个想法，为什么不做地瓜煎
饼呢？这种老味道一定受欢迎！”

说干就干。2010年，她盖了厂房、买了鏊
子，四处跟村里上年纪的老人请教。在农村，
“滚煎饼”是个技术活，没有个十几年的经验
很难掌握其中的技巧。几经打听，凌福叶找到
了本村4个“滚煎饼”手艺娴熟的妇女。从霜
降开始，几个人足足生产了一个月，丈夫就拉
着煎饼四处推销，让人试吃。没想到，3万多
张煎饼全部卖光，很受市场欢迎。

纯手工做出“老味道”

由于每年“滚”地瓜煎饼的时间比较有
限，一般从霜降到大雪一个半月的时间。早
了，天还太热，地瓜容易变质。过了大雪，地
瓜里的淀粉就转化为糖，也不易成型。所以，
每年加工煎饼的时间非常有限，为了加紧生
产，最多的时候，凌福叶要雇12名村民。“加
工好的煎饼，含水非常少，只要注意密封，吃
一冬天都不会变质。”

凌福叶告诉记者，做地瓜煎饼完全手工操
作，除了新鲜地瓜，不添加任何其他成分，步
骤也比较复杂。收购上来的地瓜首先要进行挑
选，将坏的地方清除掉，有的人喜欢吃去皮
的，“去皮的白一些，带皮的略发黑，味道都
很香。”然后要在水里清理三四遍，再进行粉
碎做成糊状。这些糊装进尼龙袋后，再用大石
头进行挤压，去除大部分水分，成为“面

团”，就可以在鏊子上“滚”了。
凌福叶根据地瓜的品种，分别用白瓤、黄

瓤和紫瓤地瓜烙成白色、黄色、红色、紫色和
复合色五种煎饼。市场上的普通煎饼一斤只卖
5元钱左右，而她生产的煎饼却能卖到十几块
钱，还供不应求。“这些年积累了不少回头
客，尤其一到逢年过节，不少人都会来订个几
十斤，自己吃一些，再给亲戚分一分，尝尝
鲜。小时候吃地瓜煎饼都吃够了，没想到现在
这么受欢迎。我们还开发制作了‘五彩红薯煎
饼’的礼盒，卖得很好。”

过滤出来的汁液，蒸发之后可以长时间储
存，凌福叶用它加工成地瓜粉皮，在市场上也很
紧俏。“我们村利用苹果采摘搞起了乡村游，我
也做起了农家菜体验。主要还是依靠地瓜煎饼，
加一些有特色的庄户菜，城里人吃了都说香。”

最近，凌福叶正在跟市区的几家连锁超市
接触，希望把纯手工的地瓜煎饼送进超市，让
城里人都能再尝到当年的老味道。

□ 本报记者 从春龙

病人家属都有“连心卡”

去日照市精神卫生中心采访田爽之前，
记者心里多少有点“打鼓”。长期以来，精
神病医院是惊悚、恐怖、悬疑类电影中最常
出现的场景。近日记者走进这家医院，彻底
推翻了之前的偏见。

“有事你跟她心平气和地讲，千万不要
让 她 有 心 理 压 力 ， 一 定 记 得 提 醒 她 吃
药……”记者见到田爽的时候，她正在耐心
地打着电话，提醒对方注意的问题。

“不好意思，刚接了一个病人母亲的电
话。她女儿在我们这里住过院，当时恢复得
不错，就出院了。最近谈了个对象，分手
了，受了一些刺激，家人比较担心，给我打
电话咨询。”田爽挂了电话对记者说，她跟
踪治疗这位姑娘已经好几年了。不管有什么
事，她母亲都打电话来咨询：能不能找对
象、找什么样的、能不能要孩子、吃药对生
孩子有没有副作用……

医院给病人家属都发放了“连心卡”，
只要田爽接诊过的病人，都有她的手机号。
由于精神疾病很难根治，所以接手一位病
人，就几乎要对他的一辈子负责。“有的病
人出院后，坚持吃药，平时也比较注意，再

也没有犯过。有的觉得自己已经好了，为什
么还要吃药？就自己断了药，结果很容易复
发。”

把患者当成自己的亲人

1991年，田爽从临沂医专毕业，来到日
照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当时工作地点还在
乡镇。“真没想到要干这个专业，心里还是
很发怵的。”田爽接触的第一个病人，是一
个跟她同岁的姑娘，待人非常热情，看着挺
正常的，为此她还和老师争论过，说这个姑
娘没有精神问题。后来，在老师的提醒下，
她才注意到这个姑娘热情、亢奋、爱吹嘘，
有典型的躁狂症特征。“真正意识到她的问
题后，我觉得她很可怜，就尽可能地帮助
她。”后来，这个姑娘又复发过两次，田爽
都耐心地帮她治疗。之后，当这名姑娘要结
婚、生孩子的时候，都会给田爽打电话征求
意见。现在，她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自己
也没有再犯过病，但偶尔还是会给田爽打个
电话报个平安，在心里真正把田爽当成了自
己的亲人。

田爽还接诊过一名流浪女徐香（化
名）。徐香被送入院查体时被发现已怀孕5
个月，没有家人、语言又不通。田爽组织全
科人员给病人送来衣服和营养品，像对待亲
人一样对待她，亲手煲汤为她增加营养。徐
香是云南口音，交流困难，为了尽快让其与
家人团聚，田爽抽空就与她沟通，从支离破
碎的语言中寻找蛛丝马迹，下班回到家，反
复上网查询。有一次，田爽带其去产检时，
她突然大吼，并拿起旁边的东西狠狠地砸在
田爽身上，疼得眼泪打转的田爽却不气不
恼，依然像对自己的家人一样呵护着徐香。
最终徐香顺利生下了一名健康男婴，当其远
在云南的丈夫赶来见到失散数月的妻子时，
感激万分。

希望社会多一些关爱

由于精神科病房的特殊性，要实行全封
闭管理。铁门、铁窗、进出门要随时上锁，
医护人员与患者在一个封闭环境里共同工
作、生活。精神一科有120多名病人，却只
有7名医生和20名护士，一忙起来就有点捉

襟见肘。“一切以病人为本，根本没有自己
的时间，更不用说过周末或者出去休假了。
有时候半夜一个电话就过来了。”

“前年，孩子上高三，正是准备高考的
时候，身边最需要人照顾。可是我的工作性
质根本没有时间陪孩子，半夜里一个电话，
也得往医院赶。”在孩子高三那年，她只好
请了个家政帮忙，自己的心依然系在病人身
上。

跟精神病人相处，挨打、挨骂是常有的
事，基本上每个大夫都受过伤。“我们科有
位王大夫，鼻梁被打断过。这些都是难免
的。”但是田爽一再强调，这些都是个别情
况，大多数情况下，没有那么可怕，尤其经
过一段时间治疗以后，病人的情况就会好
转，对待病人还是要多给他们关怀，慢慢地
开导。

“现在有些悬疑电影，把精神病人妖魔
化了，给人造成一种偏见。精神病人也往往
受到歧视，好在这些年，随着认识的提高，
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采访的最后，田爽
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关爱精神病人，少一
些偏见，多一些关爱。

东港农妇凌福叶把手工地瓜煎饼重新摆上市民餐桌———

老味道“滚”出新商机

接诊一位病人，做一生的守护天使———

田爽：患者把她当亲人

◆日照人有“滚”地瓜煎饼的传统。

每年过了霜降，地瓜丰收，粉碎之后揉成

团，在鏊子上如太极推手般来回一滚，一

张薄如纸的地瓜煎饼就做好了。地瓜煎饼

香脆可口，保存得当的话能吃一冬天。随

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会这种手艺的人

越来越少了。东港区三庄镇贾家沟村的妇

女凌福叶，重新开发、包装纯手工地瓜煎

饼，把这种饱含乡愁的老味道重新摆上了

市民餐桌。

◆精神疾病，可以实现临床痊愈，但

不容易根治。患者即使出院后，在生活中

仍需要长期坚持服药，而且还有复发的可

能，因此精神病科的医生每接诊一位病

人，就意味着对其一生负责。日照市精神

卫生中心一科主任田爽，大学一毕业就在

这里工作，至今已24年，成了无数病人一

生的守护天使。

岚山区安东卫街道

移风易俗为群众

节省资金90万

女子开车“自撞自”

保险公司赔不赔

从踏上工作岗位的第
一天起，田爽就细心、耐心
地对待每一名患者。图为田
爽(左)在跟病人聊天。

（资料片）

□从春龙
报道

今年，凌福
叶购买了4台燃
气煎饼鏊子机，
还给工人统一了
工作服，纯手工
地瓜煎饼的加工
更 加 安 全 、 卫
生。图为几名妇
女 在 “ 滚 ” 煎
饼。

□记 者 从春龙
通讯员 刘玉兰 崔兆强 报道

本报莒县讯 12月19日，莒县夏庄镇李家石
岭村村民苗希强在村内举办了“小庄户生态黑猪
节”。这已经是苗希强自己筹办的第二届黑猪
节。

“黑猪节”上，田野放牧、黑猪拉车、黑猪
赛跑、全猪锅宴、幸运抽奖等环节，热烈而具有
浓郁庄户特色，吸引了周围十里八村的村民来凑
热闹。现在人们追求食品安全，也更加注重生态
绿色、回归自然的消费理念。而黑猪品种具有体
健结实、精灵敏捷的特点。此次“生态黑猪节”
上，以地瓜秧、苦麦菜为天然牧草，玉米、花生
饼等五谷杂粮为饲料，传统的散养方式，矫健灵
敏的黑猪，纹理细致、肉面干爽的新鲜猪肉以及
那香味四溢的大锅肉，现场游客亲眼目睹，垂涎
欲滴。

“小庄户黑猪肉”已创出猪肉品牌，日渐被
广大消费者所熟知，目前，“小庄户黑猪肉”已
在县城设立了6个销售点。

莒县养猪户

办起“黑猪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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