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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买药不用出村了
8月6日中午，在淄博市博山

区博山镇上结村村委院子里，几
名村民先后来到村卫生室，等待
坐诊医生的到来。刚过中午12点
半，坐诊医生翟明森就到了。他
把一箱药品从车上搬到卫生室
里，穿上白大褂，戴上听诊器———
原本下午1点至3点半的坐诊，提
前开始了。

村民闫凤珍最近几天有点头
痛、鼻塞，她怀疑自己感冒了，想
找医生给她开点药。翟明森检查
了一番，判断她是普通感冒，给闫
凤珍开了7天量的感冒药。这些
药通过医保报销后，闫凤珍只花
了7.33元。

上结村位于博山镇与沂源县
交界处，在2019年之前，距离该村
最近的卫生室是3公里之外的沂
源县松仙岭村卫生室。上结村的
村民到这个卫生室看病买药都无
法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因为这是
一个私人开设的卫生室。

2019年，淄博市城市管理局
副县级干部张文积极响应淄博市
委号召，主动请缨到博山镇担任
市派乡村振兴服务队博山3队队
长。入村之初，为了改善上结村
村民的就医条件，张文自掏腰包
6000多元，对村委一间闲置的房
屋进行了装修，准备用作卫生室。
为了配齐卫生室所需的设施，张
文找到淄博职业学院护理学院，
以为民办实事的真诚打动了院
方，得到了院方捐赠的医疗器械
和药品。

办公桌、电脑、药柜、治疗床、
病床，硬件设施达到了开诊条件
后，张文又协调镇级卫生院，由后
者安排医生每周两天到上结村坐
诊，为村民看病开药。村民在这
里看病吃药可以即时享受医保报
销，方便程度大大提高，经济负担
大幅减轻。

“卫生室刚开始营业的时候，
来看病拿药的村民比较多。有的
村民因为之前看病不方便，有些
小病、慢性病就一直拖着没看。
后来村民对自己的健康状况都基
本了解了，看病的人慢慢减少。”
坐诊医生翟明森说，为了方便村
民买药，他每次来坐诊都会带来
70多种常用药品。

当被问到上结村这两年的变

化 时 ，村 民 们 的 表 述 出 奇 一
致——— 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村
里有了几处活动场所、自来水通
到了每家每户、村里的水果更好
卖了、看病买药更方便了。

每天黄昏时分，吃过晚饭后，
不少村民会来到村里的一处小广
场纳凉。广场边有一棵茂盛的大
树，约200平方米的广场铺着透水
砖，设有石桌、石凳，安装了路灯，
还有一张乒乓球桌，是村民休闲
的好去处。

直到去年春天的时候，这里
还到处是残垣断壁、垃圾成堆。
当年5月份，为了便于开展工作，
按照博山镇党委的安排，张文把
户口从张店城区迁到了上结村，
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为了改善村民们的居住环
境、打造村民休闲活动的场所，张
文千方百计协调资金，把村民名
下的土地流转来，清理了垃圾，最
终建起了这处小广场。

目前，上结村已经建起了3个
广场、1个村级公园，村里的水泥
路修到了每户村民的家门口，路
灯换成了新式的，村里的环境更
美了，村民脸上的笑容更多了。

就在记者采访时，村民国先
树用三轮车拉着几箱刚采摘的

“上结红”来到村委。这是张文从
张店拉来的订单，每斤“上结红”2
元。水果种植是上结村的重要产
业，品种以桃和苹果为主，“上结
红”是上结村大量种植的一种桃，
目前正值上市季节。为了帮助村
里的果品拓宽销路，张文和队员
们利用同事、同学、朋友等关系，
把村里的果品卖到了超市、高校
和单位食堂。

为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产业
振兴上的引领作用，带领更多村
民致富，上结村还成立了“上结
红”林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在
全村打造标准化果品种植基地，
形成了“村党支部+合作社+贫困
户”的产业扶贫模式。贫困户到
果园打工一年可收入六七千元，
每人每年还能拿到1200元分红。
有了合作社提供的“铁饭碗”，村
民们的日子更有奔头了。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王晓明 韩凯 孙良栋

坐诊医生翟明森（左）为上结
村村民看病。

我是一名从外地来到博山
任教的青年教师，在刚刚参加工
作的时候，面对洁净的校园、崭
新的校舍，我的内心无比激动。
为了能够更出色地完成教学任
务，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给
自己列了一份学习清单，以此激
励自己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可在具体实施时，我遇到了
一个难题。在完成既有书本知
识教学的过程中，我经常需要查
阅相关书籍资料来充实自己，周
末休息时，我也想要给自己“充
充电”。但是我要到哪里去查阅
资料深入学习呢？我首先在网
上查询博山区的图书馆、书店
等，发现它们大多离我家路途较
远，这给我的课余学习生活带来
了一定的不便。

“大家平时都去哪里度过周
末和假期时间呢？比如读书、聚
会、休闲放松之类的场所？”我问
当地的同事。

“目前我们这里这种场所还
真是比较少，孩子们一般就去书
店，但是书店毕竟不能早晚都泡
在里面，所以不是很方便。”同事
如是说。

对啊，要是有一个地方我们
不仅能阅读学习，家长还可以带
着孩子做一些亲子活动，也很不
错。我把这个想法记在了心里，
时刻关注着此类消息，希望我们
能早点拥有这样一个便民场所。

终于在今年，我在媒体上看
到了博山区文化中心落成的报
道，这对我来说可真是好消息，
我有了学习休闲的好去处。

博山区文化中心坐落在离
我们学校不远的地方，我只需要
骑着电单车便可到达。“这下可
好了，以前我们聚会很难找地
方，现在我们老年文化社团可以
在场馆里举办活动，再也不用发
愁了！”“听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博山历史文化产品，这对于我们
的文化传承可太有帮助了。”在

博山区文化中心广场上，我就听
到叔叔阿姨们热烈议论着博山
区文化中心，这使我对场馆里面
的内容更加充满期待。

走进博山区文化中心，随处
可见山城韵味。宽敞明亮的大
厅里陈列着精美的花瓶，向游人
们讲述着博山悠久的陶琉文化。
文化中心内还配套了舞蹈室、图
书室、琴房、活动中心等十几个
区域，供广大市民茶余饭后休闲
娱乐。对于我来讲，图书室无疑
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按照导引，
我来到了期望已久的图书室。
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的书
架，按照索引目录可以快速找到
所需要的书籍。看到这些书本，
我不禁眼前一亮，这就是我心里
面图书室的样子啊！明亮的光
线，种类齐全的书籍，和蔼可亲
的管理员，一切都是那么令人
满意。

书架旁边便是宽敞的桌椅，
坐着的大都是学生，他们时而奋
笔疾书，时而与身旁同伴低语几
句，看到他们沉浸在学习中，我
便想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真是
令人怀念。也有好多家长带着
孩子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中，在父
母的陪伴下，小家伙认真看画
报，偶尔冒出一两句话，逗得周
围人笑出了声。担心孩子的行
为影响了大家的阅读，家长赶忙
做出噤声的手势。在图书室里，
大家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阅
读，度过惬意的休闲时光。

作为一名外地来淄人员，我
很荣幸看到了博山区的教育资
源正在不断充实，无论是一座座
拔地而起的崭新学校，还是便民
为民的教育基础设施，都让我们
相信，淄博的教育正在迈着更稳
健的步伐阔步向前。

讲述人：麻娅慧（博山一中
教师）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曲心健 整理

文化中心的惬意时光

在博山区文化中心图书室内，小
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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