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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本 报报 记记 者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梁 凯

2017年12月24日，寿光市人民医院东城分院
成功救治一位高危脊椎骨折患者。患者刘某，63
岁，在自家大棚顶拉草帘时从3米多高处跌落，
头部先着地。刘某被确诊为寰椎骨折错位，第六
颈椎骨折脱位。

“刘某病情十分凶险，稍有处置不当就会引
起患者四肢瘫痪甚至死亡。”寿光市人民医院副
院长、骨外科主任李贵华说，该手术的最大难度
就是上颈椎椎弓根较细，要求手术精确到2毫米
以上，是目前骨科领域难度最大的内固定术。

该院骨外科成立治疗小组，并协同心内科、
麻醉科等科室专家会诊。先为刘某进行了颅骨牵
引术，随后又先后实施了前路颈椎骨折脱位复位
内固定术、胸颅环外固定术。目前，患者术后肢
体功能恢复良好，头脑清醒，能自主进食。

“手术成功，不仅代表了东城分院骨外科的
技术实力和整体水平，也检验了东城分院多科室
整体协作、互相配合的能力。”李贵华说。

2017年8月9日，寿光市人民医院东城分院正
式启用。该院是寿光东部地区涵盖全科系、具有
专业特色的三级综合医院，设计总床位1700张，
一期床位500张已投入使用。

据了解，东城分院门诊科室设置齐全，以儿
科、产科、新生儿科、妇科等为重点打造特色专
业，突出高端产科服务体系和新生儿急危重症抢
救。寿光市人民医院院长袁景亮认为，东城分院
将在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和应急救助等综合
服务方面极大改善寿光东部及周边地区的就医条
件。

与此同时，寿光市中医院综合病房楼也将启
用。综合病房楼共有地上25层、地下2层，建筑
面积92000余平方米，建成后可增加床位800张。
“建成后将与现有的医院门诊楼、病房楼实现功
能整合，大大提高医院的综合服务能力。”寿光
市中医院院长石维远说。

“先后建设了东城医院、中医院病房大楼等
重点工程，全市医疗卫生资源总量快速增长，城
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寿光市卫计局
局长袁恩庶说。

2017年5月19日，羊口中心卫生院被批准创
建二级综合医院，这是潍坊市首家在乡镇卫生院
基础上直接升级的医院。

“再也不用带着父母往寿光市区的医院跑
了，省了很多事。”羊口艺体中心教师马海波
说。

马海波的父母在羊口镇齐庄村，父亲马月坤
70多岁了，患有冠心病、脑血栓等慢性疾病。以
前马海波每年都要带着父亲去寿光市人民医院住
院半个月左右，经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销后，自
己还要花费2000多元。

花钱并不算多，但马海波需要奔波于市区与
羊口之间。现在，马月坤在寿光市人民医院羊口
分院治疗，只需花费700多元。“省钱省心省
力，关键是我现在不用耽误上班，也可以照顾老
人了。”马海波说。

据了解，寿光持续推进“健康寿光”建设，
不断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基层卫生
室建设进度，着力改善农村诊疗环境和条件。

稻田镇阁上村新建的村卫生室里，诊断室、
治疗室、药房、观察室、公共卫生室等一应俱
全。“新卫生室干净敞亮，看着就舒心。还能直
接办理报销，方便又省钱。老卫生室条件差，一
下雨院子里就积水，进不去也出不来。”阁上村
55岁的李连美说。

2017年，寿光对106处村卫生室进行升级，
高标准卫生室占全市卫生室总数的80%以上，面
积全部达120平方米。据介绍，寿光拟采取PPP
方式对上口、田柳、侯镇、洛城、古城、稻田6
处镇街卫生院进行改造提升工程，总招标额约
3 . 8亿元。

2017年12月30日，纪台镇纪东村61岁的刘红
梅来到纪台中心卫生院看病。前不久，刘红梅感
觉颈部酸痛，头不敢扭，还伴有头晕。“经过8
天治疗，现在已经可以正常扭头了。”刘红梅
说。

“医院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种颈肩腰腿疼，
得到病人的普遍认可。医院的日门诊病人已由最
初的几个人到现在的60多人次。”纪台中心卫生
院院长刘效忠说。

目前，寿光有5处中心卫生院已达到省级
“国医堂”建设项目标准，5处卫生院成为省级
“中医馆”服务能力建设项目单位。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蔬菜价格指数检验

检测中心了解到，2017年12月25日至31日这周，
寿光农产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112 . 38
点，较上周108 . 60点上涨3 . 78个百分点，环比涨
幅3 . 5%，蔬菜交易量环比增长8%。

本周监测的10大蔬菜类别指数6类上涨4类下
跌，其中上涨明显的类别是茄果类和菜豆类，环
比涨幅分别为25 . 7%、7 . 0%；下跌明显的类别是
白菜类、水生类，环比跌幅分别为 1 2 . 3 %、
10 . 3%。

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心经理隋玉美认为，影
响指数上涨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元旦”前
夕，市场迎来交易小高峰，采购需求加大，菜价
随之上涨；二是南方新鲜货源不断增量入市，质
优价高，畅销市场；三是近期多地出现雾霾天
气，给蔬菜运输带来困难，物流成本增加，相应
催高菜价。

元旦过后，全国大部地区迎来雨雪天气过
程，蔬菜的出产、运输各环节会受到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市场交易进入旺季，蔬菜供应量不断
加大。隋玉美预计，后市蔬菜价格指数将继续波
动上行。

□ 本本 报报 记记 者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商荣宾

“世纪凤华学校开学一年多的时间，在
校生达到3100人，迅速发展成为一所优质教
育学校。集团所属的6所学校、1所幼儿园均
被评为‘寿光市特色学校’，办学满意度达
99 . 95%。”寿光世纪教育集团总校长张照松
说。

世纪教育集团世纪凤华学校由乐义集团
投资建设，按照省规范化学校标准配备教育
教学设施，实行小班化教学。

寿光市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
王乐义说：“农民富裕后，最关心的问题就
是孩子的教育。看到大批的农村孩子争相上
世纪学校，我觉得民办教育的发展前景广
阔。”

目前，寿光全市已有73所民办教育机
构，在校生5 . 1万人。寿光市教育局局长李玉
明说，寿光已初步形成了公办教育与民办教
育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一批优

质民办学校还对当地教育改革发展起到了引
领作用。

“手上有了钱，投资办教育比较保险、
可靠，即使挣不了多少钱，还有固定资产可
以保值。再说，建学校也是行善积德，造福
乡里。”寿光市洛城街道屯西村党支部书记
葛茂学说。

2016年，屯西村投资1 . 5亿元建设学校，
出租给现代中学运营。目前，寿光现代学校
东校区已有学生2000多人。

渤海实验学校，由寿光宏景城镇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投资3亿多元建成。这所学校同时
也是寿光一中羊口校区，由寿光一中负责管
理，2014年开始招生。该校的投用，使地处
偏远、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羊口经济开发区
及附近乡镇的学生得以就近享受优质教育资
源。

师资质量不高、待遇低、教师队伍缺乏
稳定性，一直困扰着民办学校健康发展。

“世纪学校建校时，市政府给了300多名
公办教师名额‘组团助教’。也正是这些优

秀的公办教师，成了学校建设发展‘饱满的
种子’，稳定了人心，带动了业务，保障了
学校的平稳起步和快速发展。”张照松说。

渤海实验学校建校之初，寿光教育部门
组织20位优秀教师前来支教助教，政府还给
支教教师每月发放2200元补助，有力促进了
学校健康发展。

寿光现代学校东校区的建设和发展，也
受益于公办教师的支持。2016年秋季学校第
一次开学，除了学校自己招聘的40多名教
师，教育部门还组织了10多名优秀公办教师
前来支教助教。

“有公办教师带动，可以保障高起点的
教育教学质量。这对一所新学校尤其是民办
学校的口碑荣誉和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寿
光现代学校东校区校长刘孟之说。

“寿光大力支持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
资、合资、合作、股份制等方式举办民办教
育，积极探索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
资本以多种形式举办混合制民办教育的模
式，重点发展非营利性全日制民办中小

学。”李玉明说，不断完善非营利性民办中
小学“社会投资建校、政府支持师资、收费
保障运转、部门协调监管、资产学校所有”
的民办教育发展体制。

据了解，寿光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明
确了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在建设用地、职称
评聘、在职进修、评优树先、养老医疗保
险、住房公积金等方面享受同样的政策。同
时，寿光所有民办学校均享受市财政生均公
用经费补贴，民办学校在校生与公办学校在
学生一样享受困难生补助和乘车补贴。

“除了师资援助，我们学校所在的洛城
街道还通过以奖代补和购买服务等方式，每
年支持学校500万元建设发展资金。”刘孟之
说。

“通过政策支持、师资助教、名校集团
化管理、资金扶持和管理机制创新等举措，
寿光促进了民办教育的快速健康发展，增加
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多元化供给渠道，满足了
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多元需求。”李
玉明说。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为充分挖掘、整理寿光历史

文化资源，宣传打造有价值、有影响力的文化
品牌，全面推进“文化名市”建设，寿光近日
开展了“九名”（文化名人、名胜、名牌、名
品、名馆、名典、名企、名事、名论）系列评
选、推荐活动。经社会各界推荐申报、媒体宣
传、群众投票、专家评审、文化名市建设指导
委员会审定，确定了首批“九名”名单。

一、文化名人（32个）
（一）历史文化名人（20个）
造字鼻祖仓颉、盐宗夙沙氏、佐禹治水的

伯益、中兴夏朝的少康、孟子弟子公孙丑、向
齐宣王乞寿的闾丘、布衣儒相公孙弘、一代奇
达东方朔、北海相孔融、建安巨儒徐干、一代
名相王猛、东晋名将王镇恶、才华横溢的任
昉、一门双仕贾思伯贾思同、农学巨匠贾思
勰、北魏高士朱岱林、谨身殿大学士刘珝（刘
阁老）、一代才子安致远、清代名医李莪华、
一代逸才王季槐。

（二）近现代文化名人（12个）
寿光党组织创始人张玉山、八支队缔造者

马保三、八支队副总指挥韩明柱、十五联中创
建者刘和亭、教育救国李植庭、传奇英雄赵寄

舟、为革命服务的医生魏一斋、中华女杰陈少
敏、一代名将杨国夫、航天工业开拓者张钧、
党的好书记王伯祥、冬暖式蔬菜大棚发明人王
乐义。

二、文化名胜（15个）
寿光市蔬菜高科技示范园、寿光林海生态

博览园、潍坊市水上王城·洰淀湖风景区、寿
光市生态农业观光园、寿光三元朱村、寿光滨
河城市湿地公园、寿光市中华牡丹园、寿光市
仓圣公园、寿光市农圣公园、寿光市铁路公
园、寿光市王高塔、寿光市望海楼、边线王遗
址、纪国故城遗址、斟灌故城遗址。

三、文化名牌（18个）
全国文明城市、全国文化先进市、中国蔬

菜之乡、中国海盐之都、山东省文化强省建设
先进市、中国民间文化之乡、中华诗词之乡、
中国楹联文化市、中国农耕文化博览园、中国
窗饰之乡、中国韭菜第一乡、中国特色小镇、
全国千强乡镇、山东省历史文化名镇、洰淀湖
国家湿地旅游示范基地、中国胡萝卜之乡、中
国防水之乡、西红柿之乡。

四、文化名品（45个）
独根红韭菜、桂河芹菜、浮桥萝卜、寿光

慈伦大鸡、寿光文蛤、寿光大葱、洰淀湖鸭
蛋、羊角黄辣椒、化龙胡萝卜、王高虎头鸡、

寿光扒谷、羊口咸菜、渤海梭子蟹、稻田杠子
头火烧、草碾子草编、方吕鸟笼、西柴土陶、
河西秤、五台剪纸、工艺葫芦雕刻、过门钱、
尧水柳编、仉家龙灯、手工老粗布、侯镇宏源
酒、戴家文狮舞、寿光毛蚶、李桥面塑、纪台
黄桃、洛城特菜、牛头镇村蚂蚱酱、寿光（西
黑）豆腐、古城西红柿、渤海马、双王城黄
鳝、寿光蚂蚬、老河口白蛤、寿光缢蛏、洰淀
湖泥鳅、羊口虾酱、月宫图、闹海、百鸟朝
凤、荷花秧歌、李莪华庙会。

五、文化名馆（15个）
陈少敏纪念馆、马保三纪念馆、张玉山纪

念馆、李植庭纪念馆、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陈
列馆、寿光市博物馆、寿光市文化馆、寿光市
图书馆、寿光市历史文化中心、寿光市蔬菜博
物馆、寿光宏源酒文化博物馆、寿光航海博物
馆、寿光市档案馆、王铁成艺术馆、寿光市三
宝葫芦艺术馆。

六、文化名事（16个）
仓颉造字、贾思勰著《齐民要术》、夙沙

氏煮海为盐、汉武帝躬耕洰淀、秦始皇筑台观
海、孔融任北海相、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中
共寿广支部诞生、捻军血战北冯沟、纪国春
秋、少康中兴、刘和亭创办十五联中、活捉王
耀武、陈毅担架连、双王城盐业遗址群发掘。

七、文化典故（20个）
闾丘乞寿的故事、皇城遗址的传说、耿弇

拖肠大战的传说、张飞勒马看古槐、静山的传
说、贾思勰审枣树的传说、薛仁贵征东的传
说、东方朔的传说、寿光“稿”的传说、王高
塔的传说、孔圣母的传说、王季槐的传说、双
王城的传说、没尾巴老李的传说、跃龙河的传
说、论理不斩魏塾、寒桥的传说、留吕的传
说、后羿射日、嫦娥奔月。

八、文化名企（7个）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寿光广

播影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寿光日报传媒有限
公司、山东仙霞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宏源酒业
股份有限公司、潍坊科苑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潍坊市九州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

九、文化名论（2个）
嘉靖《青州府志》载：“人年长曰寿，土

地平曰光，故名寿光。”
安真著康熙《寿光县志》载：“北海名城,

东秦壮县。地接淄潍之界,作镇青阳；境分斟纪
之墟 ,遗封赤社。迤逦村郭 ,旧为城台错峙之
乡；浪莽郊原，夙言人物辐辏之地。衣冠文采,
标盛东齐。桑枣鱼盐，称雄左辅。顾邑必有
志，所以纪人籍物产之祥；而志匪徒文,实以垂
法戒褒贬之录。”

□ 本本 报报 记记 者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2017年12月25日，周一，寿光市广陵学校
报告厅。8：26，八年级二班学生张哲华登台
背诵《天净沙·秋思》。站好后，张哲华深吸
一口气，然后开始背诵。背诵完毕，台下掌
声涌动。

为了台上展示这2分钟，张哲华准备了一
周。“我们这期做了传统文化展示主题，学
生都很重视，私下里下足了工夫。”八年级
语文教师赵亮说。

这是广陵学校升旗课堂的一个情景。
2017年9月，学校新教学楼启用后，每周一次
的升旗课堂从露天改为室内。“以前刮风下
雨，升旗课堂就没法进行了，现在每周一上
午都举行。内容从老师讲纪律、学生代表宣
誓，改变为学生自主展示、新闻播报等。”
广陵学校校长刘明举说。

2017年12月18日，广陵学校七年级一班学
生做了“一带一路的前世今生”课件，从脚
本的编写到课件的制作，全部由学生自己完
成。“有升旗课堂这个平台，学生成为主
角，无形中提升了综合素质。”刘明举说。

张哲华敢于面对向全校师生展示自己，
寿光市实验小学姚子墨已经站在全省的舞台
上。

2017年10月16日，在山东省中小学“学宪
法讲宪法”活动中，姚子墨获得山东赛区小
学组亚军。

寿光市实验小学重视普法宣传工作，在
广大师生中持续开展宪法教育。“我们把法
治教育和校园文化紧密结合，把课堂教学与
校外普法实践紧密结合，建设教师乐教、学
生乐学的现代化理想学校。”寿光市实验小
学校长温建生说。

2017年11月20日，寿光市圣城小学师生团
受邀参加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举办的“未来
教学创新分论坛”，进行行政团队会议展
示。

中国教科院博士韩立福说：“从圣城小
学的展示中，我们看到，孩子们自己思考问
题，自己解决问题，靠小组合作团队学习来
解决学不学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培养适
应未来发展的新型人才。”

去年，寿光一中举行秋季运动会，学生
站到前台，当家做主，老师退居幕后指导、

辅助。“青春赛场，我们自己主宰。学生是
运动员，也是裁判员、播报员。”寿光一中
高二13班学生张敬瑞说。

据了解，运动会所有事宜均由学生组织
管理。108名同学分别担任裁判员、发令员、
司线员、终点记录员、器械组成员、奖品组
成员，99名同学担任教练员。广播员及时播
报加油祝福话语，小记者们举着照相机，追
随健儿们的身影。赛场旁，还有随叫随到的
急救队成员、志愿者。

“运动会不仅仅是一次体育运动会，还
是学校养成教育的一个重要平台。”寿光一

中校长王继林说，让学生自我组织、管理，
通过不同工作角色让学生身在其中，体会参
与带来的责任与担当，品尝辛苦工作后带来
的获得感和荣誉感，让这良好习惯在一次次
具体的参与中逐渐养成，筑好一生发展基
础。

2017年，寿光二中从田柳镇搬迁到寿光
东城。该校携手新华书店开办了“乐客咖
啡”书吧。书吧展示销售区，陈列着中外名
著、心理励志、工具书等各类书籍。书吧还
设有休闲阅读与学术沙龙功能区。“不出校
门，就能阅读到种类繁多的精品图书。”寿

光二中高二数学教师范建凤说。
营里联办小学，2017年9月启用了新教学

楼。“图书室、综合活动室、钢琴教室等特
殊用房一应俱全，各室仪器配备齐全。以
前，特殊用房严重不足，图书室陈旧、狭
窄。”营里联办小学校长张廷春说，现在图
书室有藏书1 . 2万册。

“现在图书室的书都是新的，有空就来
看书。”五年级一班学生杨青青说。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成长，
是落实教育惠民和追求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
容。”寿光市教育局局长李玉明说。

挖掘整理历史文化资源 宣传打造文化品牌 推进“文化名市”建设

寿光评出首批“九名”

全面发展和个性化成长相结合

学校运动会，学生自办自管

73所民办教育机构，在校生5万多人

寿光人爱办学校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市营里联办小学的学生们，在新建的图书室看书。

推进“健康寿光”建设

106所村卫生室升级

就医，乡下和城里
一样方便

蔬菜价格继续上涨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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