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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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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有不同程度的优惠。

病因： 外翻俗称“大脚

骨”，多为家庭遗传或穿窄鞋、高

跟鞋不当所致。症状：行走时疼

痛，穿鞋变形、难看，影响美观。

治疗方法：本院巨资引进

美国足外科动力系统，采用微创

手术方法一次性矫正 外翻。该

方法是医学界公认治疗 外翻

理想术式，安全可靠。

手术特点：局麻下手术，

切口仅 3 毫米，创伤小、无需缝
合，手术只需几分钟，无需住院，

随做随走，不留疤痕；一次矫正，

终生受益。

健康热线：0 5 3 1 —

8 6 0 2 6 2 5 8 8 9 8 7 0 3 2 8
(二楼 外翻科)

地 址 ：济 南 市 经 十 西 路
2 4 4 0 8 号，儿童医院西侧
300 米，市五院斜对面(浦发
银行西邻)。

省级手足医院
专业权威机构

▲术前 ▲术后

郑重提醒：该技术为我院独
家首创，专科医院，专业治疗，
慎重选择，谨防假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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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一方五五年年半半
百姓记他一辈子
——— 记原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

济南军区司令部医院牛皮癣
治疗中心针对牛皮癣难治疗易复
发的特性，独家首创彻底治愈牛
皮癣的疫苗性针剂，患者每月只
需一针，诱导患者自身产生抗复
发抗体因子，阻断皮癣复制，一般
患者用药 3-7 天瘙痒消失，克服
了传统疗法愈后复发的弊端，1-3
个疗程治愈，该技术获得国家重
点科技推广成果。

专家热线:0531-

82026026

济南军区司令部医院白癜
风治疗中心独创出“黑色素细胞
免疫激活疗法”，运用高科技生
物制剂，直接介入到白斑部位，
并斥巨资引进智能全电脑黑色
素细胞种植系统，使黑色素细胞
2 小时裂变成活，7 天见效，标
本兼治，彻底治愈，随治随走。

承诺治疗，复诊免费
专家热线:0531-

82058266
地址：济南市建国小经

三路(市委南门对面)

每月一针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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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适南

“没有伯祥书记，寿
光菜和我的名气哪有这
么大！”

——— 寿光市三元朱村
党支部书记王乐义

与菜有关的故事

2009年4月，冬暖式大棚创
建成功20周年纪念活动在寿光
市三元朱村举行。被称为“冬暖
式大棚蔬菜之父”的村支书王乐
义开口便说：“没有伯祥书记，寿
光菜和我的名气哪有这么大！”

寿光的农民有种菜的传统，
又因靠近有30多万人的胜利油
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寿
光县附近自然地形成了几个与
菜有关的小型交易市场。1986年
6月，王伯祥出任寿光县委书记，
刚刚上任的他决定把蔬菜作为
全县第一要务，以蔬菜市场为支
点，撬动蔬菜产业。

但当时计划经济坚冰仍未
破，“市场”二字十分敏感，有人
问：“‘市场’搞出事来怎么办？”
王伯祥答道：“百姓最重要！如果
真有什么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就这样，在王伯祥的力挺与
努力下，寿光蔬菜批发市场的建
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从1986年
始，寿光蔬菜批发市场从占地20
亩扩大到今天的650亩，蔬菜批
发市场年销售额现已达240多亿
元，全国二百多个城市的饭桌
上，都有了寿光菜的身影。

与菜有关的故事远远没有
结束。1988年腊月，寿光三元朱
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给王伯祥
带来了一根顶花带刺的黄瓜。菜
是“夏天草，冬天宝”，王伯祥见
到这样的宝贝，自然不肯轻易放
过。他要让寿光人民靠菜再发一
笔财。

于是王伯祥聘专家，搞推
广，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棚菜”运
动在寿光开始了。就这样，寿光
的蔬菜大棚由17个变成了1991
年的3 . 3万个，现在已经发展至
46万个，菜农王友德说：“我们的
大棚菜能够在零下25摄氏度生
长，现在1亩大棚纯收入都超过6
万元了。”

“有这样的书记，还有
什么办不成的事情呢？”

——— 原农业部部长林
乎加

窝棚里的常委会

寿光北临渤海，南抵青州，
东衔寒亭，西接广饶。一条弥河

穿县而过，将寿光分为南北两
块。然而寿南寿北因自然却形成
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上世纪
八十年代，寿南气候湿润，土地
肥沃，被誉为“昌潍粮仓”；占全
县面积近百分之五十六的寿北
却草树不生，一百二十万亩盐碱
地上的二十万人生活无比艰辛。

寿北的如此现实，让从寿北
走出的王伯祥坐立不安。“不彻
底改变盐碱滩的面貌，大棚菜种
得再好，寿光也只能是富一半穷
一半!”王伯祥在县常委会上正式
发出了向寿北进军的号召。就这
样，1987年10月，一个治理发展
中“半身不遂”的大会战开始了。

当时，王伯祥和所有参加建
设的民工一样，住在工地的窝棚
里。有一天，时任农业部部长林
乎加和山东省副省长朱奇民到
寿光视察，在县城没有找到县委
书记，他们就来到了寿北建设的
工地上。浑身是泥的王伯祥从窝
棚里钻出来，老部长错把王伯祥
当成了民工，问他：“你们的‘伯
祥书记’在这里吗？”王伯祥答
道：“我就是。”后来，林乎加非常
感慨地对朱奇民说：“一个县有
这样的书记，还有什么办不成的
事情呢？”

有什么样的“班长”，就有什
么样的队伍，县委十一名常委，九
名住在工地上。县里的常委会，也
就在这样的窝棚里召开了。在这样
的环境下，经过45天的大会战，寿
北开发取得了胜利。

今年5月，王伯祥重访寿北。
车刚停在东岔河村头，四五百人
便围了上来。村民郭成贵激动地
对王伯祥说：“王书记，没有你就
没有我们的今天啊！”村支书郭
孔让急着向王伯祥汇报当前的
成绩：现在村民不分老少每年分
6000到8000元，全村有轿车400
多辆、别墅583幢……

“欲取先予，这是整个

财政的思路。当年伯祥书

记的投资效果，在自己的

任上没有任何显现。”

——— 原寿光财政局局

长田效忠

停滞不前的数字

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原寿
光县建委主任齐来吉是唯一一
个说王伯祥“不是”的人。

原来，他这个建委主任曾整
整三年处于“不务正业”的状态。
1986年到 1988年，为搞经济发
展，齐来吉当过寿北开发后勤部
的副部长，还当过乡镇企业领导
小组的副组长。

为此，整天喊着要搞城建的
齐来吉和王伯祥红了脸。但王伯
祥总撂给他一句话：“还不到时

候。”在王伯祥的理论里，只有先
建设，让经济发展人民富足，才
能搞出像样的城建。

1988年春节前，齐来吉被王
伯祥悄悄叫到了办公室，王伯祥
先向齐来吉道歉，接着话锋一
转：“没有钱，怎么盖房子？怎么
娶媳妇？今天是时候了，咱们的
战略要转移，从现在开始，搞城
市建设!”
“这下不得了了，咱唱主角

了!”这是齐来吉至今还不能忘记
的惊讶。当年的寿光县城，只有
三条半街，没有超过二十米宽的
街道，用齐来吉的话讲，“内商都
不愿意来，哪有外商？”

然而此时，王伯祥心中已有
了盘算，他带着齐来吉上北京，
花大价钱从设计院请来了工程
师，对整个县城进行了全面和长
远的规划。

齐来吉说：“20多年来，这个
规划一直用到今天，如果原来的
街道不够用了，顺延就行了。根
本不用推倒重来。他的规划，没
有短期行为。”

原寿光财政局局长田效忠
对此深有感触。他说：“欲取先
予，这是整个财政的思路。当年
伯祥书记的投资效果，在自己的
任上没有任何显现。他只是搞建
设，搞投资，从来不问这些投资
是否在他的任期内能得到数字
上的回报。从数字上看，王伯祥
时代，没有发展，但群众得到了
实惠。”

“计划生育，他拿自

己的亲妹妹开刀，我们这

些老同学，谁敢叫他办私

事？他不办！更没人敢让

他办！”

——— 原寿光师范学校

副校长刘效武

一辈子的临时工

刘效武与王伯祥同村，又是
同学。当王伯祥还是县委副书记
之时，三年未见老同学面的刘效
武便去看望王伯祥。为了不空着
手去，刘效武用一个书包，背了

四斤绿豆。结果，王伯祥不仅生
了气，也失去了主人的气度，他
没有让刘效武坐下，就这样，刘
效武呆呆地站了半天。

今天，当刘效武向记者讲起
王伯祥的生活作风时，他很惊讶
地说，“私事？办私事，他不办，我
们也不敢，老侯可是当了一辈子
的临时工啊。”

老侯是王伯祥的妻子，叫侯
爱英。因为王伯祥当书记的缘
故，侯爱英的民办老师这个临时
工身份，直到退休。而他的亲属
没有因为王伯祥“当官”得到任
何好处，相反，当年的计划生育
大会上，王伯祥第一个开刀的对
象是自己的亲妹妹。

然而当初，为聘请大棚菜专
家韩永山，月工资107元的王伯
祥给韩永山开出了 3万元的年
薪；为了让寿光的大棚菜发展起来，
王伯祥给韩永山配了一部新吉普，
而自己还是坐着旧汽车……

任寿光县委副书记、书记8
年间，王伯祥一家五口人，始终
住在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四间
旧平房里。1991年10月，王伯祥
调任潍坊市副市长。临行时，一
辆130型的小货车就装完了他全
部的家当。

王乐义对王伯祥的清廉更
是推崇有加，他说：“他这个人太
简单了，他就是心里装着老百
姓，就这么个事。”

今年6月30日，在北京召开
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
会上，66岁的王伯祥说，“群众对
我的感情，其实蕴含着对我们党
的感情；老百姓感谢的不是我个
人，而是称赞共产党好、社会主
义好。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我们党
的伟大，感受到了一个共产党员
的价值。”

离开寿光已18年的王伯祥，
今天回到寿光，总会有人迎上前
来，向他们的“伯祥书记”汇报自
家的喜事；王伯祥走在寿光街
头，也不敢轻易坐出租车，每当
司机认出他来，总会拒绝收费；
寿光的街头，至今还有群众用
“伯祥”字样来命名自己的饭馆，
以便提升知名度……

五年半的无私奉献，一辈子
的美好记忆。

王伯祥在寿光不敢打出租，因为
只要被司机认出来，就绝不会收他的
钱。

在今天，一个离任多年的地方
官，能在群众中享有这么高的威望，
的确让人感到震撼。

王伯祥为什么能赢得百姓的爱
戴？很简单，他心里装着百姓的冷暖，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百姓最重
要！”

王伯祥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这个
“百姓最重要”，是他理想的起点。如
果一个共产
党员不能用
行动印证自
己的宣示，
那群众对他
的口号，很
容易产生怀
疑。但“为人
民服务”，在
王 伯 祥 那
里，不是泛
泛的口号，
而是真实可
感的实实在
在的行动。
今天，一个
领导干部要
想获得群众
的敬重，再
也没有比行
动更有力量
的了。

王伯祥把自己“混同于老百姓”，
和民工一起住工地的窝棚；他一心搞
建设，从来不问在他任期内能不能得
到数字上的回报；他的妻子直到退休
都是临时工，他在自己拿一百多块钱
工资的时候，却给蔬菜专家开出了３
万元的年薪……他的作风，在“人民
公仆”、“人民勤务员”这些崇高的字
眼常被一些人调侃的今天，尤其值得
我们珍视，值得我们重温。

今天的王伯祥，虽然已经退休，
但在当地百姓的心中，他既是“须仰
视才见”的精神存在，也是百姓情感
和记忆的一部分。他虽然离开寿光多
年，但当地百姓仍然对他念念不忘，
他的名字“伯祥”甚至被用来为饭馆
命名，以提升知名度。这说明，王伯祥
的为官生涯，已成为当地百姓心中的
一个样板，也成为当地百姓评判身边
官员的一个价值标准——— 当然，王伯
祥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宝贵财富。

寿光人民为什么到今天还对王
伯祥念念不忘？这充分说明，在市场
经济的今天，尽管人们的价值观变得
更加多样化，但王伯祥身上那种“人民
公仆”、“人民勤务员”的精神，仍然是
最能得到人民呼应的精神，仍然是人
民最愿意保留的政治传统。今天，如果
这种传统能在每个公务员身上继续发
酵，那我们离和谐社会将会更近。

王伯祥说，从群众对自己的感情，
他“感受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价值”。
王伯祥在这个时代的价值，就在于他
作为一个官员，没有个人的既得利益
倾向，就在于他还原了信仰的本质。

他还原了

信仰的本质
□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王伯祥的作
风，在“人民公
仆”、“人民勤务
员”这些崇高的
字眼常被一些人
调侃的今天，尤
其值得我们珍
视，值得我们重
温。他在这个时
代的价值，就在
于他作为一个官
员，没有个人的
既得利益倾向，
就在于他还原了
信仰的本质。

当年王伯祥带领20万群众开发寿北的热烈场景。（资料片）

一位已离开县委书记岗位整18年的老同志，只因在任五
年半的工作，被当地百姓永远牢记，18年后，两位村支书和一
位退休教师用3年时间，自发地为他写出40万字的“大传”；他
五年半的政治生活为该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
该县是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三十年18个重点调研典型之一，
是全国排名24的百强县……

他为一县百姓谋利，一县百姓为他祈福。2002年，在离开
县委书记岗位十余年后，他因病住院时，万千百姓前往探视，
而时任山东省省委书记吴官正更是在他的床头陪了整整三
小时……

这个县叫寿光，这位书记是王伯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