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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亭亭（右）在青岛科技大学淄博教科
产融合基地建设项目工地开展工作。

此刻的我，坐在公司的办公
室里，抬眼望向窗外，是淄博市
正在建设的鲁泰大道城市快速
路施工现场。看着快速路建设
每天的进度，我忍不住畅想着城
市 快 速 路 建 设 完 成 后 的 场
景……

我来自枣庄，作为一名建筑
类专业硕士生，我选择了有着山
东建筑之乡称号的淄博作为自
己的职业起点。第一次踏上淄
博这片土地，厚重的历史基因、
尚工尚学的气质，就深深地将我
吸引，而淄博对人才的就业保障
政策也同样吸引我扎根于此。

作为建设者，我们亲身参与
了淄博很多项目建设，而这一个
又一个的建设项目，也让我看到
了淄博的城市发展潜力。

我清楚地记得，2020年，我
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公司承建
的淄博火车站南广场片区还迁
项目铁路社区的7栋住宅楼建
设。项目封顶日期比计划工期
提前了近一个月。作为还迁项
目中最先完成主体工程建设项
目单位的一员，我心里充满自
豪。质量可靠、安全稳定的住宅
楼，不仅是我们的成绩，也承载
着淄博火车站南广场还迁项目
每一名还迁户对新生活的期待。
在现场我还听到一名还迁户喜
滋滋地说：“回家的脚步越来越
近了！”那一刻，我深切体会到了
淄博的城市变化，从旧城区建设
开始，让新老城区有了互相融合
的新发展。

从主城往西，淄博文化中心
所处的位置曾经是一片空旷的
土地，如今这座充满设计感的建
筑已经成为了淄博市的地标性
建筑物。作为“城市会客厅”，淄
博文化中心承载着淄博的文化
形象。

随着淄博城市的发展，一座
座高楼拔地而起。对我来说，最
直观的感受就是公司参建的项
目越来越多，从淄博金融中心到
淄博中心医院西院区，再到妇幼
保健院、大学城、人才公寓等，每
一座拔地而起的建筑都让淄博

这座城市更添魅力。
在我从业的这几年，最让我

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公司承建的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淄博校区（淄
博大学城一期）建设项目，克服
了2019年的台风、2020年的疫
情，比原计划提前12天竣工，现
在项目已经投入使用，来自全国
各地的莘莘学子已经在校园里
学习和生活。有时偶尔路过校
园，我也会怀念自己读书时的青
春岁月。

同样是校区建设，青岛科技
大学淄博教科产融合基地建设
项目，是现在我主要参与的项
目，想到未来我们一砖一瓦地将
高楼建起，我心中的感慨不禁多
了几分：淄博大学城的建设，正
呼应着淄博大地的尚学基因，让
人想起当初中国历史上建立的
第一所官办学府——— 稷下学宫。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淄博市政府
工作中提出的“全力推动主城区

‘东优、西融、南拓、北联’，推进
大学城、科学城、生态产业新城
等重点板块建设”的结果。

现在，每天晚饭后，去公园
散步成了我这个异乡人的闲暇
时刻。各式各样的生态长廊、绿
色跑道、天然氧吧，漫步其中让
人心旷神怡。回想初到淄博的
感受，再看现在的变化，不得不
让人感叹这两年淄博的全域公
园城市建设确实卓有成效。啤
酒节、音乐节、夜市摊点以及越
来越多、越来越“潮”的旅游景
点，淄博的改变之路在乎山水之
间，也体现在了新潮的时尚经济
当中。

淄博的城市发展，见证了我
的职业成长之路。而我也见证
着淄博一步一步转型成为务实
开放、品质活力、生态和谐的现
代化组群式大城市。日新月异
的变化，让这座正在转型中的城
市充满着“未来感”，淄博的未
来，也一定值得期待。

讲述人：左亭亭（山东金城
建设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王莉莉 整理

走进淄川区张庄卫生院西
河镇东庄村医疗服务点，最近更
新的一期宣传栏上，醒目地贴着
我的照片。照片中，我背着出诊
箱，带着我的巡诊团队，站在最
前面——— 绝对的C位，每每看
到，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我叫崔帅，2020年11月，我
被淄川区张庄卫生院录用，成为
淄川区张庄卫生院的一名普通
医生、东庄村医疗服务点巡诊团
队的责任巡诊医生。

第一天去巡诊，巡诊车一路
七拐八弯，将在平原地区长大的
我颠得七荤八素。好歹到了巡
诊点，门诊坐着的一帮大爷大
妈，一见到我便热情地围上来：

“这是新来的小崔大夫吧，我们
都听老张说新来了个大夫，这一
见，真是个精神后生！”早早来到
服务点的村医老张大夫看到我，
也一边忙一边满脸喜悦地打招
呼。晕车还没缓过来，面对大家
的热情，我有点手足无措。

带我一起来的司婷婷大夫，
熟稔地与大家招呼着，手脚麻利
地投入工作。“张大爷今早没吃
饭吧？说好的今天空腹来找我，
咱测测血糖看看。”“韩叔，您少
吃点盐，你们老两口血压都高，
得听话。”……司婷婷大夫一边
忙，一边给我详细讲解服务点的
工作注意事项，示范各种文书、
操作流程。

忙完服务点门诊，我们一行
三人开始着重对该村的慢性病
患者、贫困户、出行困难的老年
人入户巡诊。路上，老张大夫向
我详细介绍了村里的情况，司大
夫则不厌其烦地嘱咐巡诊的注
意事项，我都一一记下来，第一
次感觉肩上的担子有了分量。

之后的巡诊，都由我和老张
大夫完成。随着日复一日的诊
疗，我对这个村子越来越熟悉，
对于医疗服务点的重要性和自
己肩上的责任认识得越来越
深刻。

82岁的贫困户孙俊忠大爷，
患有高血压，右腿残疾，老伴是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自然成了我

的重点服务对象。每次巡诊，我
都会到大爷家里给他量量血压，
掌握他的血压情况，适当调整药
物。76岁的韩克茂老人、79岁
的刘永庆老人……这些都是我
每次巡诊必走访的，有事没事都
要去看看，定期随访、按时送药。

71岁的王桂兰大娘，患有糖
尿病，老伴刚去世，心情很低落，
偶尔出现轻微头晕。因此，每次
去她家，我和村医老张大夫除了
给她测血糖、量血压，更好地掌
握她的身体状况，也会在她家多
待会，和她聊聊天，给她做心理
疏导。我们每次去，王大娘总是

“感谢”不离嘴，常常拿村里没有
医疗服务点时与现在对比。

过去，东庄村没有卫生室，
只能去邻村的卫生室看病，非常
不便。而东庄村大多是留守老
人，出去一趟不容易，腿脚不便
的更是常年不出山。没有医疗
服务点时，就医不便，老人对自
己的病情和身体状况了解不多，
有点小病小痛的能拖就拖。

每次听王大娘这样说，我都
深深感到渺小的我在这片大山
是如此被需要，责任感越来越
强。通过一次次巡诊，一年下
来，各家各户我都熟门熟路，我
知道他们离不开我，而我也越来
越放不下他们。

台风暴雨天出过诊，下雪天
步行抬过担架，走过了一年四
季，经历了酸甜苦辣，我明白了
一切都要为生命让路、一切都要
以健康为先。如今的我，服务点
巡诊的接力棒接得稳稳的，我就
是东庄村留守老人的健康守护
者、医疗服务点的“男主角”。

讲述人：崔帅（淄川区张庄
卫生院东庄村医疗服务点巡诊
医生）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记者
王甜 通讯员 梁晨 整理

乡村医疗服务点
我为村民健康护航

崔崔帅帅为为老老人人量量血血压压，，随随时时
掌掌握握老老人人身身体体情情况况。。

我的职业成长
见证城市迭代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