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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记者 刘慎平 见习记者
杨日晴）9日，历时两天的 2014中国
银杏产业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中国（郯
城）银杏产品交易会闭幕。

本次盛会以“弘扬银杏文化，加
快科技创新，汇集四方宾朋，促进产
业升级”为主题，由中国林学会银杏
分会、南京林业大学、山东省花卉协

会、山东省种苗协会、临沂市人民政
府举办。

开幕式上，国家林业局银杏工程研
究中心对郯城县获批“国家林业局银
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郯城分中心”进
行授牌， 临沂市旅游局对中华银杏生
态旅游区获批国家 4A级景区授牌。

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商、采购商

参加了银杏产品交易会和银杏苗木
交易会。产品交易会以展销银杏及系
列加工品为重点，设置了食品、酒水、
化妆品、药品、优质农产品、地方土特
产、工艺品、花卉种苗、生产资料、加
工设备等 10个展区。49家绿化公司、
房地产采购商，300余家来自省内外
的苗木、花卉种植大户及知名绿化传

媒机构参加了苗木交易会。
期间， 还举行了郯城招商引资洽

谈会。“这次交易会对于展示推介银
杏科技创新成果，交流各地发展经验，
积极探索发展新思路， 全面推进银杏
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必将为郯城
银杏产业发展带来更加美好的前景。”
郯城县银杏产业有关负责人表示。

导报讯（记者 刘慎平 张义国
通讯员 姜建军）兰陵县深入发掘文
化资源，大力推动文化创新，促进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由文化资源大
县向文化强县的跨越。 目前，文化产
业占全县 GDP 的比重为 2.38％，年
增长率达 28％。

该县制定和实施“文化强县”战
略， 将文化产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总体布局。 按照总体规划，在全县范
围内实施了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综合性文化站建设工程、 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电影放映工程、农家
书屋建设工程等五大工程， 加快了
以体育馆、博物馆、乡镇文化站、村
文化大院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 启动了创建省级社
会文化先进县工程， 其中投资 3000
万元的县体育馆已建成投入使用，县
博物馆已初步确定了土地选址，全县
设立乡镇文化中心 18处， 社区文化
中心 110处，村级文化活动室、文化

大院 560个。
在完成全县文化产业发展总体

规划的基础上，该县重点完成了《兰
陵古镇旅游规划》，以兰陵古城为核
心，开发建设了兰陵古城、荀子文化
园、兰陵美酒文化园等 8处兰陵文化
新辐射区，形成了“一个核心，九大文
化园，八处文化辐射区”的兰陵历史
文化名镇文化产业园。

该县重点建设了一批精品文化
工程。兰陵国家农业公园项目总投资

30亿元，其中核心区 2 万亩、计划投
资 12亿元，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 6.2
亿元，建成智能化温室 5 万平方米，
农展馆、农耕文化广场、锦绣兰陵、
农科蔬苑、 游客服务中心等项目完
成改造提升，湿地公园、热带雨林、
沂蒙山农耕博物馆、竹林水岸、新天
地游乐城等多个重要节点项目建成
并对外开放，全国首家综合性知青文
化体验园———中国知青园也将于年
内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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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累计完成
危房改造 13.8万户

导报讯 为切实解决农村困难
群众的住房安全问题， 临沂市从
2009年开始，启动农村危房改造工
作，财政部门严格确定补助对象，严
把房屋质量关口， 合理确定补助标
准。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危房改
造 13.8万户。 （林小茗）

蒙阴岱崮镇两万群众
受益财政奖补项目

导报讯 蒙阴县岱崮镇连续借
助省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坚持
以“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
为目标， 积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使
全镇两万余群众受益。今年以来，该
镇累计投资 738.7万元，集中镇、社
区、村三级力量大力实施清除草堆、
粪堆、绿化、美化、亮化等“三清五
化”工程，村容镇貌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 （宋国栋 崔晓波）

工行临沂分行新增
小微企业贷款 19.3亿元

导报讯 今年以来， 工行临沂
分行不断加大对小企业的扶持力
度，多形式宣传小企业信贷政策，大
力推行产品创新，围绕产业集群，开
展重点营销。截至三季度末，该行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 65亿元，较年初增
加 19.3亿元，增幅位居全省工行系
统第一名。 （梁克水）

刘明杰山水画展开幕

导报讯（记者 邱建峰）9日，
“古意今情” 刘明杰山水画展在青
州市君怡都书画古玩城九州美术馆
开幕。 画展共展出刘明杰最新精心
创作的 100余幅山水画作。 本次展
览共展出一周时间。

国网沂南县供电公司：

开展正风肃纪
专项检查

导报讯（记者 邱悦 通讯员 郭磊）
7日，国网沂南县供电公司组织办公室、
人事部、党群部、乡村电管部有关人员
兵分多路对办公区、 供电所进行突击
检查。

检查人员对工作日期间员工上下班
时间进行签到检查， 对办公室环境卫生
拍照对比并进行曝光。该公司要求，要以
监督检查为手段， 解决好工作作风方面
存在的突出问题， 狠刹闲话生非的不良
风气，拉拉扯扯的庸俗风气。

国网兰陵县供电公司：

“三精简”
转变工作作风

导报讯（记者 邱悦 通讯员 刘明
才 庄光锋）近日，国网兰陵县供电公司
召开专题会议，大力推行“三精简”，着
力推进文风、会风、工作作风转变。

精简随行人员，改进调查研究。公司
领导到生产一线调研， 随行人员一般不
超过 2人，精简会议，改进会风。 全公司
性会议每年不超过 3次， 会期不超过 1
天。 精简文件，推行无纸化办公。

以下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丢失， 声明
作废：

赵凤丽 00201111371300014637
赵凤霞 00201112371300004708
李守飞生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临沂中

心支公司内部收据（号码：DN0000011977
定额 300元）丢失，特此声明。

秦启宇生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临沂中
心 支 公 司 内 部 收 据 （ 号 码 ：
DN300000160291定额 300元）丢失，特此
声明。

李发坤生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临沂中
心 支 公 司 内 部 收 据 （ 号 码 ：
DN00000168054 定额 300 元）丢失，特此
声明。

李晓彤生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临沂中
心支公司内部收据（号码：N00000159191
定额 300元）丢失，特此声明。

“双十一”将至，临沭金
柳工艺品公司的员工正在将
外地客户从网上订购的柳编
制品装箱准备发货。目前，临
沭县各大柳编企业已接到各
类“双十一”订单 12万份，
产品供不应求。 （邱建峰）

订单激增

“独臂”医生潘峰勋
◆记者 张义国

从医 40年来， 他深得中医传统接
骨疗法精髓，独立研创接骨妙药，救助
了数十万名骨伤骨病患者，把患者的疼
痛度降至最低。他扶危救贫，热心救灾、
教育、道路等公益事业，得到了社会的
广泛赞誉。

然而，就在今年 5月份，由于长期
工作在手术台上， 受高强度射线影响，
他的手指及胳膊严重癌变，左手臂从肩
膀开始，全部切除。术后第 7天，他就重
返门诊看病。

他就是沂南县攀峰骨科医院院长
潘峰勋。

攀登骨科医学高峰

潘峰勋是临沂市沂南县土生土长
的农村人，受“文革”冲击，1972 年医
专毕业后回村务农三年。提起当年农村
缺医少药的现实，他说，那时候的农民
只要患上稍重一点的疾病， 无异于等
死。当时他不止一次亲眼目睹患病的农
民因为无处看病、看不起病，只能痛苦
地挨着、熬着。 从那时起，服务农村、钻
研医学的念头便在潘峰勋的心里萌了
芽，生了根。

1975年，在乡亲们的举荐下，他参
加了“赤脚医生”培训班，成了一名乡
村医生。原有的医学功底加上一年多的
系统学习，学成回乡后的“小潘医生”
已经能够帮助乡亲们治疗大部分病症。
为了能够帮助更多患者，潘峰勋拜师于
当地老中医刘成美的门下，经过 3年的
勤学苦练，1979年之后，潘峰勋不仅成
功创办了改革开放之后当地较早的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而且他的中医整骨技
术已经在十里八乡小有名气。
“活到老，学到老，不光是为了求

知， 也是为了适应患者病情变化的需
要， 更是一名合格医生应有的工作态
度，”潘峰勋说，“作为医生，我的职责
不仅是治好病人， 让他们恢复健康，而
且还要减轻治疗过程给他们身体带来
的伤痛。 ”

从 1983年到 2009年，潘峰勋利用
业余时间完善和提升医术，16年间，他
走遍了全国的知名骨科医院，访遍了各
大医院的知名骨科专家。经过多年的探
索与琢磨，他掌握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骨
病的系统方法， 他在股骨头坏死治疗、
人工关节置换等领域的名气已经非常
响亮。

1987年， 潘峰勋倾其多年来节衣
缩食省下的资金创办了沂南县中医骨
科医院———攀峰骨科医院。

漫漫行医路

潘峰勋的赤脚医生生涯开始于那
个中国农村医疗环境最荒芜的年月。和
其他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
一样，潘峰勋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实践着
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为沂南农民提供
着最基础的医疗服务。

1983年冬天的一个傍晚， 凛冽的
山风嗖嗖刮着，为百姓看了一天病的潘
峰勋正想喝一碗热粥，这时有村民推门
而入。 “得了， 今晚的热粥是喝不上
了。”果然不出他所料，3名急性骨折病
人托人请他去救治。

潘峰勋二话没说，背起药箱，准备
出门。 门才被拉开一条小缝，纷纷扬扬
的雪花便伴着呼啸的寒风急急地直往
屋子里窜。 妻子心疼地说：“这么大的
雪怎么去，你是要玩命吗？ ”潘峰勋眉
头一锁， 瞪了妻子一眼：“没有路摸索
着也得去!我不去，难道让那 3 条命等
着见阎王不成？ ”说完一个箭步冲进了
雪中。

当时下了一天的大雪已经没过他
的膝盖，把原本就坑坑洼洼的路封锁得
更加难走。 艰难地跋涉了个把钟头，潘
峰勋才抵达县劳动局附近，骨伤病人声
声痛苦的嚎叫隐隐约约传入耳中。猜想
此地离第一个患者住处已经不远，他开
始用力揉搓被冻僵的双手，以尽快恢复

双手的灵敏， 缩短手术前的准备时间
……大约用了半个小时，他便成功为患
者接上了被摔断的骨头。

背起药箱，当他从第一个患者家中
出门时天已经全部黑了，而另外两个患
者家都在城西 20里外的村庄。 此时被
漫天大雪覆盖的大地， 已经完全分不清
哪是道路，哪是沟渠。虽然一路上走得小
心，他还是几次跌落五六米深的雪坑。
“哪怕就在这里睡上一晚也好，真

的是不想动弹了。 ”潘峰勋喃喃自语。
信中说一户人家的妇人腰部断裂连翻
身都很困难，而另一个患者脖子扭伤后
已经无法活动头部。 对于骨伤患者来
说，多一分钟的等待，就多一层撕心裂
肺的疼痛。 想到这些，潘峰勋再也顾不
得全身的疲惫和脚下的路滑， 手脚并
用、连走带爬又往前赶路了……

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老潘赶到了
患者家中，熟练地接骨、包扎、开药方。
当所有的手术治疗全部结束的时候，老
潘长长舒了口气：“终于可以回家睡个
舒服觉了。 ”

残缺的手臂

对于任何职业的人群，双手的重要
性都不言而喻。当我们第一次看清并握
住潘峰勋的手时，那种感觉简直难以言
表———红肿、皴裂、溃烂、变形，不知道
这样一双手如何灵活地操纵手术工具，
如何给病人手术。

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长期接
触 X光，皮肤容易溃烂甚至癌变。 为了
保证骨伤骨病患者达到最佳整骨位置，
潘峰勋坚持不用防护手套， 徒手在 X
光下为患者整骨。 从 27年前第一次接
触 X光机器，多年来无数台手术，他的
双手和牙齿已经被 X光严重损伤。 他
的手指已经被灼伤至溃烂，变得疮疤累
累，左手的几个手指伤口虽然经过多次
手术植皮，但由于长期化脓，已经无法

愈合， 一口整齐的牙齿也在 X光线的
长期照射下脱落了一半。然而就是这双
被 X光严重灼伤的手， 却书写出了一
个又一个传奇。
“看看您的手，再这么干下去就真

的要废掉了， 交给别的医生去干吧，从
你的年龄和你的身体来看， 您该退休
了。 ” 看着潘峰勋那双多次被 X光灼
伤、扭曲变形的手，同伴忍不住劝道。
“不行啊，病人需要我。”潘峰勋一

本正经地说。
“自己的手伤得这么严重，难道你

就感觉不到疼吗？ ”
“疼？ 可病人在那儿等着呢，我不

能把病人放在那不管。再说真正手术的
时候就顾不上疼了。 ”
“那你打算干到什么时候呢？ ”记

者追问了一句。
他微微皱着眉头沉思了片刻，“我

不知道我的手还能坚持几年，但只要手
还管用，我就得做手术，就得给病人看
病……干到动弹不了的时候就是我工
作的尽头。 ”

今年 5月份，由于长期工作在手术
台，受射线影响，潘峰勋的手指及左手
手臂已经严重癌变，被迫截肢。 而手术

后的第 7天，他就重返门诊。

帮助别人 成全自己

“他不光是一名称职的医生，更是
一个名符其实的慈善家。我们村里的公
路是他资助修建的；二中的学生每年都
会收到他的捐款；经常有看不起病的患
者来到医院， 他不光把病给人看好了，
而且分文不收。 他是一个好人。 ”这是
沂南县当地百姓发自内心的话。

在沂南，自从攀峰骨科医院创建以
来，每天骨伤病患者人满为患。 而来到
医院的， 很多是无钱看病的外地患者。
在这里，他们和其他患者一样得到了潘
峰勋的同等治疗和关切，他们不用担心
支付不起医药费用而被扫地出门。医院
的护士说，经济条件可以的患者，医院
按照当地最低诊疗标准收取费用，遇到
经济困难的患者，医院就减少甚至免费
给他们治疗。
“用最少的费用给病人治好病，才

是一家医院和一个医生的真本事。 ”这
是潘峰勋常挂在嘴边的话。潘峰勋经常
说，他是乡村医生出身，他非常清楚那
些农民真实的生活状况和困窘，但不管

是一个普通农民还是一名政府高官，
谁得了疾病都该得到同等治疗。 慈善
与奉献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

为了维持医院运营， 潘峰勋开发
了农业园，建起了加油站，办起了加工
厂，将自己在这些企业赚来的钱，投入
到医院进一步的建设中， 从而使医院
在没花国家一分钱的情况下， 完成了
大量的医疗、预防、保健工作。对此，他
无怨无悔，他说：“如今老百姓看病难
看病贵，作为一个医生、一个民营医院
院长， 就应当为百姓解难， 为国家分
忧。 ”

潘峰勋不仅为 2008 年汶川地震
组织医院积极捐款捐物， 还在玉树地
震时亲赴灾区开展救援行动。

2010年 4月 14日， 当地处沂蒙
山区的潘峰勋看到电视上播出的青海
玉树震后灾区的悲惨画面时， 他再也
坐不住了，经过两天的准备，组织了一
个包括自己和自己的女儿在内的 5人
组成的医疗救援小分队，运载价值 3万
余元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驱车 3000多
公里直奔青海玉树灾区。 一路上，他们
饿了就啃几口咸菜煎饼，渴了就喝一口
自带的矿泉水，累了就蜷缩在救护车狭
窄的空间里休息， 救援队“歇人不歇
车”，马不停蹄地赶路，一切只为能够
尽早赶到灾区。

医疗救援小分队赶到玉树县城后，
赶紧拿出随车携带的药品分发给急需
的灾民。 随后，救援小分队将药品和器
械通过民政部门转交到了玉树县人民
医院。
“虽然我们是一家民营医院，但我

们同样肩负着社会责任。我们的所作所
为很平凡，只是希望我们的药品能减轻
灾区人民的痛苦。 ”潘峰勋说。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
辈子做好事。 这些年来，潘峰勋一直减
收或免收贫困农民医疗费用，多次为农
村修路、建学校等，并连续多年资助品
学兼优的农村娃继续学业。据不完全统
计，自创办沂南县整骨医院至今，潘峰
勋捐赠的钱物超过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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