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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川
“第一村医”张鑫琦真诚服务偏远山村村民

“每一个老百姓都是自己的亲人”
文/图 记者 张亚军

大雾弥漫，挡不住医者砥砺
前行的脚步；路远天寒，挡不住

“第一村医”的使命初心。
12月20日，淄川东部山区相

比城区的气温要低不少，路边河
沟里的水已经结冰。记者在太
河镇上雀峪村见到张鑫琦时，他
正提着药箱在村内入户走访。

“小张大夫，又要去下户啊！有
空的时候，你去家里给我测量一
下血糖。刚买的血糖仪我不会
用，你顺便教教我。”走在路上，
不时有村民和张鑫琦打招呼。

看得出来，从淄矿集团中心
医院一名泌尿外科主治医师，到
淄博市第五批“第一村医”的一
员，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张鑫
琦已经迅速适应了当前的角色，
深深融入到这个交通闭塞、位置
偏远的小山村。

10月29日上午，淄川区召开
第五批“第一村医”派驻工作启
动会后，张鑫琦迅速来到太河镇
峨庄片区，成为辐射下雀峪、上
雀峪和山桥3个村的“第一村
医”。这里再往东走，就是潍坊；
往南走，就是沂源县地界，可以
说这里是淄川东部山区的偏远
之处。

其实，来到这里之初，张鑫
琦和村民之间也有距离感。很
多老百姓不了解“第一村医”的
工作，交流不顺畅。不过，经过
这一个多月的相处，张鑫琦已
和这里的百姓逐渐熟悉起来。

“前两天，我回到医院。同事们
看到我以后，都说我带足了乡
村大叔的‘气质’。”张鑫琦半开
玩笑地说道。

紧接着，他意味深长地说：
“其实道理很简单，这里的老百姓
很淳朴。如同淄博市卫健委王大
伟科长对我们说的，只要放下架
子蹲下身子，深入到群众中去，真
真切切地倾听他们的心声，老百
姓很容易就会接受我们。”

有这样一件事，让张鑫琦印
象非常深刻。刚到上雀峪村时，
他和峨庄卫生院的大夫一起到

村里一户老人家中走访。给老
人检查完身体后，他把带的面
粉、花生油递给老人。老人伸出
手来准备握手时，一瞬间又把手
抽了回去，在衣服后面使劲蹭了
蹭。张鑫琦赶忙上前，紧紧握住
了那双充满老茧的手。

“来给我免费查体，我就很
高兴了，还送油送面……我年龄
这么大，不中用了，还给国家添
麻烦。”老人一边动情地说，一边
从抽屉里找出一个陈旧的塑料
袋，从里面捧出瓜子，使劲往张
鑫琦的手里塞。存放的时间长
了，瓜子已经有些发苦发涩。张
鑫琦知道，这是老百姓的一片
真心。

一边回忆着这些往事，张鑫
琦一边熟门熟路地来到村民王
力德老人家中。“老人患有高血
压、心脏病等疾病，可就是改不
了抽烟的习惯，我要时不时地过
来看看他的情况。”

果不其然，在一座简陋的土
坯屋内，已经86岁的老人正在里
面紧挨着火炉抽烟。屋内烟雾
缭绕，烟草味混合着煤炭燃烧散
发出来的气味，呛得人睁不开
眼。“大爷，血压有点高，少抽点
烟吧！”给老人量完血压、听完心
肺功能后，张鑫琦趴在老人耳边
大声喊道。老人笑着连连点头，

没有过多的一些言语。
张鑫琦介绍说，下雀峪、上

雀峪和山桥3个村是典型的“老
年人留守村”，村内老百姓大多
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
疾病，需要长期服药。他平时所
做的就是日常巡诊和健康知识
普及，如果遇到病重的患者，则
会联系淄矿集团中心医院住院
治疗。

“山区老百姓手里的钱很
紧，我会根据情况尽可能给他们
调整用药，推荐一些便宜、疗效
好的药品。我们医院对此很重
视，领导们多次来了解情况，给
这里的老百姓提供最大的帮助。
前两天，考虑到村里距离医院很
远，医院提供了培训器材，我们
在村里开展了一次非专业人士
的院前急救知识培训，讲解了心
脏呼吸骤停等情况的紧急处置
方法，老百姓反响挺不错。”

“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
上药生尘。”张鑫琦说，自己作为
医务工作者，每一个老百姓都是
自己的亲人，为老百姓守护健康
的路也许还要很长。每当想起
那一张张质朴的、饱含风霜的
脸，他就会暗下决心，“就算风雪
交加、大雾弥漫，我也会一如既
往地前行，带给百姓一个温暖的
冬天。”

文/图
通讯员 闫盛霆 田小鸥

近日，淄川区寨里镇甘
泉村的文化广场上，聚满了
来听拉呱党课的党员和群
众。“今天，咱们拉拉党的精
准扶贫……”淄川区委党校
高级讲师兰玲带来的“拉呱
党课”《一个也不能掉队》开
讲了。

12月6日，巍巍马鞍山
上，淄川区委党校高级讲师
刘成一场动情的《淄川红色
革命传统》现场教学，深深
感动了太河镇后香峪村的
党员们。“这是今年我的第
248次 宣 讲 。”刘 成 自 豪
地说。

淄川区辖13个镇（街道、
开发区）、471个行政村，农
村党员25388名。为切实做
到农村党员教育培训全覆
盖，淄川区筑强阵地，构建起
全域大党校新格局。同时，
为了把党的政策、党的声音
切实送到百姓的心坎上，淄
川区委党校立足基层实际，
创新宣讲方式，全力打造富
有特色的“流动党校进农村”
党员教育培训品牌，切实做
到了上接天线、下接地气、集
聚人气。

整合共享教师资源，吸
纳21名领导干部、业务骨干、
先模人物、优秀村党支部书
记、退休老党员等担任党校
兼职教师，完善党校教师授
理论，领导干部讲政策，兼职
教师谈经验的“三元制”教学
模式，充分发挥了“用身边人
讲身边事、用身边人教育身
边人”的优势。

实行“订单式”培训，淄
川区委党校提供“党的理论
及党性修养”“政策解读及能

力提升”“案例式教学”三套
菜单，共58个专题，供基层党
校广大党员、群众“点单”选
学，增强了各类教学的针对
性和实用性。

细心打磨农家党课，按
照授课内容“讲党性”、授课
语言“贴百姓”、授课形式“多
样化”、授课作用“有触动”的
四项要求，全力打造农村党
员喜欢的农家党课，提高授
课质量。“拉呱党课”“马扎党
课”“大巴车党课”等深受学
员欢迎。

用好镇村党校，充分发
挥13家镇（街道、开发区）基
层党校和135处村（居）教学
点的阵地作用，实行“包训到
户”；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党员培训的
组织工作；在培训时间、地点
的安排上，由基层党校、教学
点根据各自的工作实际安
排，大大增强了教育培训的
灵活性，有效缓解了基层党
员培训的工学矛盾。

创建案例式教学基地，
充分挖掘全区各类先进典
型和红色资源，创建党校现
场教学点12家、新时代开放
式组织生活基地21处，搭建
形成主题多样、内容多元、
本土特色浓厚的案例式教
学基地，大大增强了党员干
部教育培训的体验性、参
与性。

充分发挥“融媒体党校”
作用，录制“视频微党课”17
讲；由淄川区电台、电视台及
覆盖城乡的5000个农村有
线广播小喇叭、淄川手机台
搭建成“红色云课堂”等，初
步建成了“人人可学、处处皆
学、时时能学”的党校教育培
训平台。

“拉呱队”来了 大家伙快去听听
淄川区理论宣讲进村庄

淄川区委党校高级讲师兰玲（右二）赴寨里镇甘泉村开
展理论宣讲志愿服务活动，宣讲《一个也不能掉队》。

12月24日下午，淄川实践基
地环保志愿者在淄博市一级饮
用水源保护地——— 太河水库周
围举行“保护水源地志愿者服务
活动”。志愿者沿途拾捡废弃
物、纸巾、果皮、食品袋等垃圾，
通过开展保护环境活动，唤起大
众的环保意识，用实际行动抑制
环境污染，保护大家共有的家
园，带动全民参与文明城市创
建。 通讯员 邱学玲 摄

保护水源地
志愿者在行动

“第一村医”张鑫琦为王力德老人检查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