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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户人不怕洒汗水
就地取材建设家园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

地活。
这是臧克家纪念鲁迅逝

世十三周年所作《有的人》中
的几句话。

话说，1995年张继学回到
村里，担任朱家户村党支部书
记，成了村里的当家人。

他做的事说起来很简单，
那就是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

朱家户村党支部委员杜
元祥还记得张继学回村后“烧
的第一把火”：粮食地里种苹
果树。

处于“两山夹一沟”的朱
家户村，种粮食要靠天吃饭。
如果种上苹果树，这种自然条
件就成了优势。

可劝说村民改种苹果树，
谈何容易？对于祖祖辈辈靠
种粮吃饭的村民来说，“肚里
有粮，心里不慌”。一旦种上
苹果树，五六年内没有收入不
说，即使苹果树上长出了苹
果，卖给谁呢？

张继学挨家劝说。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
1996年春天，张继学骑摩

托车从县城回朱家户村的路
上，摩托车倒了，张继学和妻
子受了伤。其实，从回村那天
起，县城村里天天两头跑，摔
倒在路上这样的事情，岂止这
一次。

看着为了村民奔波的张
继学，村里的党员被感动了。
趁热打铁，张继学带着党员外

出学习果树种植技术，了解苹
果销售行情。

开春时，原来的粮食地
里，一棵棵苹果树迎风摆动，
格外显眼。

果树结出了第一茬苹果，
张继学成了全村苹果的代言
人、销售人。不久，种苹果的
村民，买上了农用车，翻盖了
新房子，日子红火起来。

张继学活成了臧克家笔
下的“有的人”，他为了多数人
更好地活而努力着。

今年11月18日，朱家户村
党支部委员张传录在微信朋
友圈发了一张照片。这是朱
家户村的党员、群众代表出义
务工后留影。

义务工，这个充满时代感
的词语，一下子把时间又拉回
了1995年。

1995年的朱家户村，村集
体收入为零，村里想要发展，

靠啥呢？
“咱们庄户人，最不缺的

就是这把子力气！”
“没有钱，不怕，咱先干起

来再说！”
“咱是党员，咱不带头谁

去干呢？”
村里要清理杂草丛生、垃

圾堆积、臭气熏人的河道，没有
钱咋办？张继学带头出义务
工，一头扎进了河道中；村里要
改善坑洼的羊肠小道，想修一
条水泥路，没有钱咋办？张继
学自己出钱买沙子，用自己的
车运水泥，又扛起铁锨挖路
基；村里要在路边修建一堵石
头景观墙，张继学带头就地取
材，出义务工上山拉石头……

很快，义务工成了村里的
“热词”，男女老少一起上阵，
甚至出现了挑灯夜战的场景。
修建进村的石头景观墙时，山
村的夜晚被一盏盏灯笼照亮；

灯笼下，小推车来来往往，石
头在村民手里传来传去，砌墙
的 工 匠 飞 快 地 挥 动 着 工
具……

朱家户村有285户人家，
义务工最多的一天，竟然达到
了210个。

一年的时间，1500平方米
的文化广场、2000多平方米
的生态停车场、700多平方米
的健身广场建起来了；3000
余平方米的石头景观墙砌起
来了；1600余米长的河道成了
景观河。经专项审计，朱家户
村用争取到的50万元资金，干
出了170万元的工程。

张继学是怎样把一个贫
困、落后村庄的村民拧成了一
股绳，凝聚出如此大的力量？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明日
第三回。

记记者者 任任灵灵芝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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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朱家户村党支部委员张传录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张
照片。这是朱家户村的党员、群众代表出义务工后留影。义务工，
一个充满时代感的词语，因为张继学，变成了朱家户村的“热词”。

体质差、营养不良、爱生病
是摆在老年人面前的三大问题。
缺牙，是导致老年人体质虚弱、
营养不良、抵抗力差的重要原
因。缺牙的优选修复方式为种
植牙。如果你对种植牙还不了
解，没关系，本周六上午9点，鲁
中晨报将联合口腔机构开展“种
植牙直播”活动，届时，还有口腔
专家讲解牙齿保健知识，牙缺失
者别错过。

缺牙不是病？
听听专家怎么说

牙齿健康是人体健康的重
要组成部分，世界卫生组织将牙
齿健康确定为人体健康十大标
准之一，并规定牙齿健康的标准
是“8020”，即80岁的老人至少应
有20颗功能牙（即能够正常咀嚼
食物，不松动的牙）。在我国，老
年人普遍存在牙齿缺失现象。

长期缺牙对身体有很多危
害，不仅影响全口牙齿的排列，
还容易出现食物嵌塞、牙槽骨萎
缩等问题，并影响发音及面容美
观。牙齿缺失，食物在口腔内不
能被充分嚼烂，营养物质消化吸
收受影响，加重消化系统负担，
也影响老年人的全身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WHO）把牙
齿列为仅次于心血管病、恶性肿
瘤之后重点防治的第三大非传
染性疾病。

但是，不少老人始终意识不
到缺牙和健康的关系，认为掉一
两颗牙问题不大，能拖就拖，不
进行修复，导致口腔生态平衡逐
渐遭到破坏，加快余牙脱落速
度，形成缺牙越多、身体越弱的
恶性循环。

临床发现，很多年龄较大的
缺牙市民，在做了种植牙手术之
后，身体越来越好，也能大口吃
肉了。种植牙不仅可以带动整
个口腔的良性运转，更能形成咬
合反射，作用于整个五官，防止
人体器官相关功能退化，这是活
动假牙无法完成的。临床案例
显示，缺牙时间越长，对身体的
影响越大，修复难度、耗时和费
用也会随之增加，尤其是年龄较
大的患者。种植牙医生建议，缺
牙后及早做种植牙修复，不仅可

以延长健康寿命，更能提升生活
品质。

种植牙直播拨开迷雾

缺牙的危害很多，很多人因
为不了解种植牙的过程，害怕种
植牙而未能及时补牙。“种植牙
就是一台大手术”“种植牙可能
会大出血”，网络上关于种植牙
的各种说法，也让缺牙患者面临
各种焦虑。

本周六，本报联合口腔机构
开展“种植牙直播”活动，将种牙
手术过程通过直播的形式在活
动现场可视化传播。大家可以
多角度、高清晰度现场观摩整个
种牙手术过程，还可以和患者进
行术后交流，解除疑惑。

直播过程中，专业口腔医生

将为种牙直播现场解说，对手术
中的难点、关键点进行讲评，让
大家更加直观地了解种植牙，更
加清楚地知道舒适微创种植牙，
手术室的“秘密”将一一揭开。

医生提醒别过度种牙
谨慎选择医生和机构

种牙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因
为能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近些
年来许多口腔机构纷纷开展种
牙手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一些机构一上来就建议患者拔
牙、种牙，存在“过度种植”的
问题。

口腔种植医生王业岗提醒，
那些尚未脱落的牙齿拔掉后种
植、缺多少颗就种多少颗的行
为，有过度种植的嫌疑。

“到底是拔牙、种牙，还是保
住原有的牙齿，最重要的是先进
行全面检查、明确诊断，根据具
体情况选择。”王业岗表示，从医
学专业角度出发，种植牙再坚
固，也比不上患者本人的牙齿。
对待口腔种植，应该秉承科学健
康的态度，不能牙齿本来还可以
挽救，却简单粗暴地拔除，然后
种植。

另外一种过度种植的表现
就是，缺多少颗就种多少颗。比
如缺牙12颗，就种上去12颗，有
些还是患者要求这么做的。殊
不知，种牙容易拔除难，“对于天

然牙齿，经过训练的牙科医生借
助工具能够手工拔除。种植牙
是将纯钛或钛合金植入牙槽骨
内，当钛种植钉与骨头结合后，
遇到特殊情况需要整体拔除的
难度非常大，往往会连带种植钉
周围一圈骨头一并取出。”

口腔医生要经过科学严格
的培训，才能掌握种牙的适应
证。种牙属于“毕业后再教育”
的内容。如果临床操作技术不
好，反而会带来一些风险和并发
症。消费者在选择种牙机构时，
不仅要看机构资质，还要找有责
任心的医生。

鲁中晨报一直把“普及口腔
卫生健康知识、传播口腔健康理
念、营造共同关注口腔健康的良
好舆论氛围”作为重要的工作内
容之一。“此次直播，我们将派出
权威专家为广大市民答疑解惑，
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将手术搬
到网上直播，让行动更透明，让
种植牙手术得到市民的共同见
证。”本次活动合作机构表示。

种植牙直播手术结束后，市
民还可领取免费口腔检查、专属
数字化口腔种植解决方案设计
等福利。为切实解决广大缺牙
朋友来自经济压力的后顾之忧，
本次活动还将为牙缺失者提供
各种公益援助及各种大奖，现在
报名送“口腔保健礼包”一份。

报 名 热 线 ：2270771、
13864438936

种植牙直播周六再启 现在报名可获健康礼包
报名热线：2270771

本报联合口腔机构多次举办种植牙直播活动，通过直播，
市民对种植牙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