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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浩奇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李继保 闫晨林

“梁山变美了！在大城市也很难看到这
种‘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美景！”近
日，从青岛回梁山探亲的刘正一家三口第一
次来到梁山泊平原水库的木栈道时由衷感
叹。到外地工作后，他们一家平时很少回老
家,“梁山变化太快、太大了，高楼林立、路
网纵横，自己开车回老家差点迷了路。”刘
正笑着说。

让百姓生活更美好，这是城市建设的初
衷。如今，每一位生活在梁山的人，都可以
真切地感受到城市的日新月异，以及由此带
来的便捷与舒适。大投入、大发展的手笔
下，梁山县实施龟山河西环城河综合治理、
棚户区改造、新二环路建设等重点民生工
程，实惠温暖到百姓的心窝里。

城市建设就是让老百姓住得满意，过得
舒心。近年来，梁山本着提前安排、压茬进
行的原则制订了棚户区改造计划。去年，全
县棚户区改造总户数691户，拳铺镇徐集片区
棚户区改造项目共计改造446户，全部实物安
置，项目基本竣工。

今年棚户区改造计划项目教育局家属
院、石棉厂、酿造厂、幸福街小区、陶瓷厂
片区已顺利进行拆迁，征收房屋724余户，征
收面积7 . 2万平方米。今年棚户区共上报改造
计划项目达到15个，改造7009余户。

为满足防洪排涝和中水排放要求，投资
约2亿元建设龟山河西环城河综合治理项目，
让污水河变清水河，并且建造栈道、亭廊、
亲水平台等小品土建工程，打造出生态宜人
的滨河景观公园，彻底变臭水沟为景观带。

路网是一个城市的血管。今年，梁山县路
网升级改造工程主要对道路路面进行新建、翻
建、升级改造，新建、翻建道路排水，新建人行
步道、路灯、绿化、环卫等设施。围绕梁山县城
着力打造新二环路、环城水系，新二环路借助
国省道改线实施，环城水系利用中水回用建
设，配建29公里慢行步道，环绕城区，拉开100
平方公里城市发展框架。

与此同时，滨河大道全线通车，铁水联
运项目加快实施，220国道、342国道和321省
道绕城段改建工程顺利推进，京九高铁在梁
山设站取得重大进展。国省道梁山绕城段改
建工程和铁水联运项目正在施工，青梁高速
公路计划年底开工。交通基础设施大项目建
设如火如荼，梁山县立体交通网络正在逐步
形成。

客运站作为交通枢纽，城市门户。规划
建设梁山新客运中心，标志性建筑与忠义梁
山的水浒文化相吻合，展现给中外游客以水
浒文化的强烈气息。梁山新客运中心按二级
站标准规划建设，设置了出租车、公交车停
车位，实现长途客运与公交车、出租车之间
的无缝隙换乘。

城市建设不仅是面积的扩大，楼层的增
加。梁山县积极打造凤凰公园、梁山泊平原
水库和梁济运河生态景观湿地等多个精品工
程，旨在提升城市品质，高标准建设人文、
生态、精致、宜居之城。

东部新区推进基础设施和社区、文教等
民生项目。运河小区、流畅河人家、杏花村
苑、德馨花园等项目正在顺利推进；人民广
场、科技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青
少年文化宫、新梁山剧院、智慧儿童乐园等
项目完成规划；新城区道路绿化、排水供气
供暖、电力等基础配套设施加快建设。

家住和谐家园的张老伯说：“过去梁山城
区非常小，‘东西不通，南北弯’，只有一条水泊
中路，真没想到这几年发展这么快！”城市扩
张，和谐家园建起来后，张老伯成了房东，日子
过得宽裕悠闲，“打拳、跳舞、散步，我和老伴每
天都去和谐家园门口的绿地逛好几趟，现在生
活环境真是好多了！”

梁山实施龟山河西环城河综合治理、棚户区改造、新二环路建设等重点民生工程———

让老百姓住得满意过得舒心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房志春 报道
本报微山讯 11月15日，第十届蟹文化节暨2016

“王宝和杯”全国河蟹大赛上，来自上海、江苏、山
东、安徽、浙江、江西、河南等地近70家养殖单位选送
的1900余只河蟹角逐全国河蟹产业界的“奥斯卡金
奖”。最终，由微山县高楼乡永胜河蟹养殖专业合作社
选送的“微山湖大闸蟹”获“金蟹奖”、“最佳种质
奖”等三项金奖。

微山湖大闸蟹以其青壳、白肚、金爪、黄毛、体壮
膏肥、香味浓郁的特点而闻名，此次是“微山湖大闸
蟹”连续5年在“王宝和杯”河蟹评比中获奖。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卢林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日前，济宁市任城区第一书记稻田菇

产业扶贫基地项目在喻屯镇开工建设。基地总投资600多
万元，是市财政局下派干部重点推进的第一书记项目，将
充分利用闲置秧苗田，规模化种植稻田菇和菠菜。

该产业扶贫基地位于喻屯镇安兴集村任城区现代农
业示范园内，占地30余亩，由济宁市明珠种植专业合作社
和济宁市田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基地采取园
林式设计，建有恒温恒湿高标准示范大棚、农产品加工车
间和任城区现代农业物联网信息化平台；该基地示范项
目充分利用闲置秧苗田，以水稻秸秆作基料，带动稻田菇

（大球盖菇）规模化种植，推动水稻秸秆综合利用，成为集
种苗培育、种植、技术服务、回收储藏、精深加工和内外贸
营销于一体的农业科技孵化基地，是贫困户脱贫致富的
平台。

基地建成运行后，将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贫困户）”的模式，辐射带动全区3万亩闲置育秧田种植
大球盖菇和菠菜，解决20余万亩水稻秸秆综合利用问题。

□张誉耀 张长青 郑莹莹 报道
本报邹城讯 “以前我们这个‘空壳村’，

抱着金饭碗要饭吃，现在通过盘活资产，集体
经济有了收入，村民也成了受益者。”邹城市
城前镇韩庄村村民感慨道。原来不起眼的荒
山，通过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拍出了4倍的价
格，韩庄村的成功也为更多村庄增加集体收
入提供了新思路。

为激活农村“沉睡资本”，邹城市在加
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农
村产权交易中心，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林
权、水域滩涂养殖权、农村集体股权、农业
知识产权流转交易服务及农村产权抵（质）
押贷款鉴证、资产资源评估、集体资产招投标

等配套服务。自该市农交中心正式运行半年
以来，已完成土地流转交易鉴证321笔，累计
流转土地5 . 49万亩，成交金额突破4 . 6亿元。

记者了解到，该市以农村产权交易便民
服务大厅为龙头，全面搭建“市镇村”三级
服务网络体系，为全市农村产权交易提供配
套服务。在各镇街经管站设立办事处，负责
本镇（街）信息收集、资料审核、合同签
订、合同鉴证和资料传输等工作；由村报账
员兼任农村产权交易信息员，负责本村流转
交易标的物资料核实、收集上报、信息发布
等工作，实现业务深度融合、功能优势互
补。同时，围绕农交中心建设情况、业务开
展范围、业务办理流程及方式方法等内容，

对镇街经管站工作人员及895名村信息联络
员多次开展全方位业务培训 ,确保农村产权
交易市场健康发展。

同时，全力打通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通
道，拓展农村产权交易业务，与银行金融单
位合作建立联合担保机制，农户持中心颁发
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鉴证》和
《农交中心他项权证》，即可到相关银行进
行融资贷款。此外，充分发挥农村产权交易
平台的综合性优势，不断强化与农业科研机
构、农业龙头企业、资产评估、招投标、审
计、拍卖、保险公司等相关机构的合作，积
极探索服务高效、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努
力打造“一条龙”配套服务链条。

任城区第一书记

产业扶贫基地开工建设

□记者 吕光社 赵德鑫 通讯员 林通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0月19日，济宁市太白湖新区举行泗

河综合开发防洪堤防工程太白湖新区段开工仪式。
泗河综合开发堤防工程太白湖新区段全长10 . 6公

里，沿河涉及14个村庄、河滩耕地7000余亩，以及济三
煤矿采煤沉陷段3412亩，涉及人口2 . 15万人。工程完工
后，河道防洪标准将达到50年一遇，可有效避免洪水灾
害对泗河沿线的居民生活、企业发展、交通设施及耕地
的影响，成为推进太白湖新区跨越发展的重要经济走
廊、生态廊道。

产权交易平台激活农村“沉睡资本”

泗河堤防工程

太白湖新区段开工

微山湖大闸蟹再获

全国河蟹大赛三项金奖

□王浩奇 报道
梁山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惠及百姓。图为凤凰广场上，市民在健身。

广告

□张誉耀 周静

除了治愈患者的疾病，我觉得，优秀的医
生，应该有一个“临床—科研—临床”的提升
过程，把科研和临床相结合，不断发现难题、
研究难题、解决难题，应该是与时俱进的。

——— 史冬梅

医者仁心，如春风、如细雨

“史大夫，你开的药钱，还不如俺的车费
贵，就那么一点钱就把俺久治不愈的病给治好
了，有你这样的大夫，真是太好了。”这是史
冬梅作为医生，经常听到的治愈患者讲出的
话。秉承着“医者父母心”这一人道主义精
神，史冬梅把爱心和温暖传递给每一位患者，
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她急病人之所急，想病
人之所想，真正体恤病人疾苦，用最少的钱，
最好的方法，治疗病人，不增加病人的经济负
担，很多时候仅用几元钱、十几元钱就治好了
病人困扰许久的疾病，高超的医疗技术和真诚
贴心的态度，让很多病人赞不绝口。

在史冬梅办公桌的墙壁上贴着这样两句
话：“要用我们的爱心、诚心、细心，换取患
者的舒心、放心、安心。将苦、累、怨留给自
己，将乐、安、康送给病人。”正是在这样的
人生境界的激励下，她对每一个病人，都如春
风细雨，亲切和善，又为之倾尽全力：为了照
顾病人的心理感受，为他们做检查时，只要不
是传染病，她都不戴手套；外地的病人，需要
长时间治疗的病人，她总是把自己的号码写在
病历本上，叮嘱病人，不方便过来时，要及时
给她电话联系；一些病情较重的患者，她则记
下电话号码，主动给病人联系，以防病人延误
治疗；虽然门诊工作很忙，但凡年迈体衰需要
转科的病人，她总会主动地将病人送到相关科
室；有时遇到疑难病例，担心病人有病乱求
医，枉花钱耽误病情，她通过电话、网络请国
内国际知名专家会诊，如需要转诊的帮助病人
联系国内相关专家。

“以最好、最快的方式治疗病人，减轻病
人的痛苦，让病人在我这能够感受到如亲人般
的温暖。”史冬梅说，这是从事医务工作以来
最简单的想法，感觉“被需要”，让她特别欣
慰。而患者写来的感谢信和赠送的锦旗，是对
她的诊疗技术和医德作风的最好诠释。

精益求精，在提升、在进取

“治好患者的疾病，看到他们的笑脸，会

让我有一种成就感、喜悦感，相信大多数医生
都是和我一样的。”史冬梅坦诚地说。

然而，她在博士毕业后，临床工作中，逐
渐发现并不能满足于此，在临床即使倾尽全力
或者超负荷解决了本地区几百万人的皮肤疾
患，或者诊断、治愈好了更多的疑难疾病，但
仅凭一名医生的一己之力，在一个医院甚或一
个地区发挥的作用和范围太有限；在更远的地
方，还有更多的患者，却可能因为信息闭塞、
交通不便等原因，饱受皮肤病痛的折磨。

“我想解决更多人的疾病难题。”为此，
她再次踏上了解疑之路。到达了国内皮肤科顶
尖学府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
病研究所的博士后之路，跟从合作导师医学真
菌学及皮肤科领域的顶尖教授刘维达教授继续
从事临床及科学研究。博士后之路在很多人看
来，其过程充满艰辛，都不理解她已经早早地
获得令人耀眼的博士学位，有了扎实的临床功
底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超多的临床病员和众多
的铁杆粉丝，为何还要远离家乡，饱受与家人
与年幼孩子的离别之痛，再去做博士后。而她
却总是淡然一笑，乐此不疲。做博士后期间，
除了跟国内最顶尖的皮肤科专家学习更多疑难
病的诊治和常见病的新进展外，其余的时间都
在实验室努力工作，她希望能为某种疾病找到
发病原因或可能的治疗方法，解决超越一个地
区、国内甚至世界人们的皮肤科疾病，避免某
种疾病的发生或治愈目前不能治愈的疾病。正
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她夜以继日地工作，
即使在博士后期间怀孕即将临产依然每晚都工
作到深夜。博士后3年多的时间从未外出逛街
或旅游，从未有过休息日。但她不觉得辛苦，

每当有人带着心疼的目光看她的时候，她总会
说，“其实我一点不觉得辛苦，因为我每天都
在做着我最喜欢的事情。”

也正是因为兴趣和这种坚持，她在临床和
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提高，对皮肤科常见疾
病有了更多的诊治心得，对于少见疾病有了更
多的认识。她诊治了数例国内、国际首报病
例，同时，她积极分享病例心得和治疗经验，
发表了近20篇国际学术论文，30余篇国内学术
论文，积极参加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国际
国内医学大家交流学习。她的科研学术观点也
得到了国内国际同行的认可，并获得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她参与的国家重大科技项
目，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内闻玉梅院士、美国乔
治州大学、荷兰CBS国际一流专家教授的高度
认可，并与他们建立了长期合作。她认为作为
一名临床医生，就应该跟进前沿，从临床发现
问题到科研探索，科研再指导临床；不断地梳
理、总结，把临床和科研点融合、提升，让学
识和研究转变为精湛的医术。

大爱无疆，有实践、有行动

史冬梅接触的患有皮肤疾患的患者来自天
南海北，一些少见疑难疾病或遗传性的疾病，
为了确定病因、发病几率和明确诊断，为了避
免患者及其家属来回奔波，获得患者的第一手
资料，她会和护士同事们一起不辞奔波劳苦，
赶到病人的老家，调查家族或当地居民的发病
情况、采血取样，做基因筛查。有时患者来自
穷困、偏远的地方，或者因为长久不能治愈的
皮肤疾病致贫，史冬梅拿出最大的细心和耐

心，为其治疗、用药，建立病历档案，并尽量
争取可能的经费为病人免费检查和治疗。

济宁市九三学社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积极
与当地政府合作，多次在济宁市少医少药地
区，组织社员进行义诊。史冬梅始终牢记不忘
自己是九三的一名社员，始终牢记学社的宗
旨，积极参加九三学社每年组织的义诊活动。
为此，她放掉了专家门诊的机会，放弃休息的
时间，在繁忙的工作缝隙，深入偏远农村、小
区为百姓服务。

哪怕怀有身孕，她仍然照旧参加义诊，弯
腰为患有足部疾病的老人仔细检查患者的足部
情况，为老人穿鞋子，系鞋带。有一次，在为
孤寡老人义诊的过程中，她发现这位老人患有
多种疾病，若不及时住院治疗可能会有生命危
险。她挺着肚子把老人带到医院，为老人交上
住院费，因为老人行动不变，没有亲人，护理
工作成了难点。她动员自己的爱人和她分工协
作，精心护理老人。直至老人病愈。因担心老
人出院后的生活，她多方联系养老院，将病人
安置到养老院，解除了老人无人照管的后顾之
忧。

“一名医生的价值是在服务社会中完善自
我，在奉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史冬梅
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史冬梅：

“优秀的医生，应该与时俱进”

史冬梅，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
皮肤病研究所博士后，第四军医大学博士毕业，
硕士研究生导师，副主任医师，济宁第一人民医
院皮肤科科室副主任。现任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
学会分会真菌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分
会真菌学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分
会青年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
真菌学组委员、山东省激光医学会皮肤美容专业
常务委员、山东省麻风防治协会感染性皮肤病诊
断专业委员、济宁市医学会皮肤科分会副主任委
员、济宁市九三学社卫生一支社副主任委员。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主要从事皮肤性病相关的真菌感染性疾病及
免疫相关疾病分支方向的临床及科学研究。先后
作为课题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山
东省自然科学基金1项、厅局级课题3项，同时作
为第二负责人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
项，作为主要参与人参加国家973科技重大项目1
项，主持课题分别获得济宁市科技进步奖二、三
等奖各1项；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SCI收录
论文及英文论文近20篇，中文核心期刊30余篇，
参编论著4部。先后数次获得九三学社全国优秀
社员、九三学社山东省优秀社员、九三学社济宁
市优秀社员；山东省优秀中青年医师、山东省教
育先进工作者、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青年英才、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科技先进工作者、济宁市第
一人民医院民主党派先进个人等荣誉、奖励。

◇ 个 人 简 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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