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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亲如一家人
“我要找卢大夫帮个

忙，卢大夫今天上班不？”10
月13日上午，80岁的苏法翠
老人来到淄博市博山区岳
庄中心卫生院中医科病房。

卢大夫循声连忙从另
一个病房迎出来，看大娘精
神状态和健康状态都挺好
的，卢大夫笑着问：“大娘，
您遇到什么事啦？”

原来，苏大娘换了新手
机，想让医生和护士们帮忙
给存一下联系人的电话
号码。

“十年前，我来针灸的
时候啊，你们这里中医科只
有门诊，只有李大夫自己一
个人，把他忙得呀，连个喝
水的工夫都没有。现在，中
医科也有了病房，你们大夫
也多了好几个。”别看苏大
娘年纪大了，她对卫生院的
变化记得一清二楚。这十
年来，医院的设备增加了，
病房住院条件也好了，每个
病房都安装了智能电视，每
个楼层都覆盖了网络，卫生
间的环境和设施条件也改
善了，“咱医院不但医疗水
平提高了，服务也更贴心
了。”

由于儿女亲人不常在
身边，苏大娘的健康和就医
问题一直让家人挂念。“我
得感谢国家的好政策，让咱
农村人也能看得起病，吃得

起药。”苏大娘是博山区源
泉镇南庄村的低保户，前两
天，她住院花费3000块钱，
报销之后，自己掏了大约
100块钱。

“我得感谢你们这些大
夫和护士，你们让我能照顾
自己，不给儿女添麻烦，让
我这老年人有自理能力。
用人家小护士的说法，能自
理，这就是幸福的生活。”苏
大娘和卫生院里的医务人
员格外亲切，在她的眼里，
这些人就和她自己的孩子
一样，说说笑笑，实实在在
的。她愿意来这里，因为不
管带着什么样的问题，来这
里总能找到安慰，就像回到
自己的家一样。

“这里1954年成立那阵
子，条件简陋，设备也不咋
样，大夫也稀罕。现如今，
这诊疗水平也高了，你看这
些检查的设施咱也没见过，
一查就能查出啥病来。医
生护士待俺也跟亲人似的，
俺这些年纪大的患者，真的
是太知足了。”苏大娘把卫
生院的人，当成了自己的亲
人，言语里多的是信任和依
赖。“我们现在亲得像是一
家人。”

讲述人：淄博市博山区
王慧

整理：大众日报淄博融
媒体中心记者 李波

我又坐上了“溜子”

十年一瞬。
十年前我还是个上初二的孩

子，学校就在桓台百货大楼附近。
那时的桓台百货大楼，白天人流
熙攘，小贩大声叫卖；夜晚霓虹闪
烁，就算在学校里面，有时也能通
过风送来的声音感受到外面的热
闹。作为一个住宿生，每周五下
午放学是我一周最期待的时刻。
铃声一响，排着队走出校门，拿上
爷爷给的零花钱和同学一起去买
小吃、逛书店，安慰了我离开父母
局促不安的初中四年。

现在，随着桓台经济中心的

西迁，我最常去的商场超市成了
惠仟佳，周末与闺蜜相聚的地方
也成了桓台的新地标——— 熙悦
里和永乐巷。

大学四年，我在离家乡不远
的省内城市就读，每月回家两次。
从家到淄博火车站要坐51路公交
车，从家往学校赶，大约1小时20
分钟的公交与3个小时的高铁像
一整天一样漫长。直到2018年12
月，济青高铁淄博北站投入使用，
公交时间缩短到30分钟，高铁时
间缩短到接近2个小时。

大学毕业后，我多次往返于

淄博与北京之间，而北站，缩短了
我与异乡的距离，想回家，只是说
走就走而已。

生在江北水乡桓台的我，不像
大多数人一样熟悉水性。我怕水，
但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却是去马
踏湖边亲戚家坐“溜子”。有一年，
长辈因为河水太脏不让我去，我就
使出小孩子的浑身解数和他们纠
缠，最终我赢了。坐上“溜子”，我
和往常一样把手伸到河道里去撩
水，撩起的却是一摊黑水，还伴随
着隐约的臭味，几乎一整天，我都
能从手上闻到那股臭味。从那以
后，我再也没去坐过“溜子”。

我一年年长大，亲戚家门前的
河道被填成了平地，越来越多的河
道淤塞，秋天的苇子也很少见了。
童年的乐事，变成了回忆。

2022年，十年闭关整治的马
踏湖重新开放，我欢喜着重新坐上
了“溜子”。清晨河面雾气缭绕，晨
光微微洒下，折射出五彩斑斓的颜
色。我重新撩起了水，碧绿的湖水
微凉，湖面上不时有水禽游过。透
过蒙蒙雾气，远处还有老渔人撑着

“溜子”，带着鱼鹰在捕鱼……
这是桓台人独享的安乐。
江北水乡，渔洋故里，十年之

间，时间不仅沉淀了桓台的底蕴，
也让它更加富有生机与活力……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见
习记者 黄文姣

马踏湖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