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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的坚守与牵挂
11月23日，淄博市发布寒潮预警，气

温骤降。
迎着凛冽的北风，当天一大早，鲁中

晨报“帐篷医疗队”联合淄博高新（田氏）
骨伤医院再次启程，此次义诊的目的地
是淄川区太河镇厚庄村。

对于淄博高新（田氏）骨伤医院医护
人员来说，厚庄村的父老乡亲、一草一木
早已深深地印在了心里。

自2008年起，医院每年两次前往厚
庄村义诊，同时还在春节、中秋节期间为
贫困村民送去米、面、油等暖心物资，不
仅让村民足不出户享受到免费的医疗服
务，也为他们带来了感动与温暖。

一坚持，就是15年。
此次“帐篷医疗队”义诊活动中，医

院同样派出专业医务团队，送医送药送
健康，把暖心服务送到村民心坎上。

熟悉的大夫又来了

早上8点，厚庄村医疗服务点内已聚
集了几十位老人。

“来了！来了！”随着淄博高新（田
氏）骨伤医院车辆抵达，老人们高兴地相
互转告。

“大冷天的，又让你们辛苦了，快进
来暖和一下！”厚庄村委负责人连忙热情
地上前迎接。“村里老人身体都还好吧，
咱们义诊马上开始。”来不及寒暄，医务
人员立即摆好相关物品，为排队等待的
村民一一诊治。

“张大夫，我这个肩膀老是不得劲，
一活动多了就疼得抬不起来，这咋办

啊？”一位70多岁的老人向医院骨科医生
张娟诉说着自己的病情。

“大爷，您这是肩周炎的症状，我给您
贴上一贴膏药，平常您要多注意保暖，也
可以通过手指爬墙法改善肩关节活动
度。”张娟一边为老人仔细贴着“痛消贴骨
膏”，一边耐心地说。贴完膏药后，她又手
把手教老人学习手指爬墙练习的动作。

山里的老人由于长年劳作，导致肩
部、膝盖、腰椎、足部等方面骨伤问题比
较突出，医院特意为老人们准备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 痛消贴骨膏，同时配合
田氏整骨疗法，改善不适症状，为老人的
健康保驾护航。

“我没来晚吧，听说田氏医院的大夫
又来了，我集也没赶就过来了！”义诊进
行到一半，71岁的宋家云急匆匆地赶来。
采访中记者得知，宋家云患有多年的膝
关节炎，膝盖疼起来走路都困难。此前，
淄博高新（田氏）骨伤医院来村里义诊时
给她贴过膏药，效果明显，这次得知又是
熟悉的大夫来了，她急忙赶了过来。“医
生护士对我们就像自家人一样，贴上膏
药不光身上热乎乎的，俺这心里也暖洋
洋的！”宋家云高兴地说。

冬日的寒冷抵挡不住“帐篷医疗队”
服务奔波的脚步。一上午的义诊结束
后，医院领导带领医务人员又马不停蹄
来到村民家中，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
义诊。

84岁的陈维新和老伴是村里的独居
老人，年迈劳累让其老伴的腰部产生了
变形。医护人员连忙为老人进行检查诊
治，并叮嘱老人日常注意事项。“谢谢，谢

谢你们了！”临走时，老人握住医院领导
一行人的手不停地表示感谢，执意送到
了胡同口。

随后，医务人员又来到另外两位高
龄老人家中，考虑到老人年龄大，特意留
了备用膏药，方便老人更换。

15年的坚守与牵挂

提起与淄博高新（田氏）骨伤医院的
渊源与情谊，不仅厚庄村村民满怀感动，
厚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文庆
更是感恩在心。

张文庆告诉记者，十几年前他一位
朋友的父亲不幸足部严重受伤，在外地
医院治疗效果不佳，无奈找到他求助。
经多方打听，他联系到了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田氏整骨疗法第五代传人、时任
淄博高新（田氏）骨伤医院董事长田茂
恒。田茂恒得知后，没有一丝犹豫，和夫
人荣丽一同带着药品赶到患者所在地，
为患者悉心诊治。没过多久，患者足部
迟迟未愈的患处康复了。

除了为患者除病患，医院还将人间
真情洒向偏远乡村。了解到张文庆老家
所在的厚庄村地理位置偏远，部分村民
生活困难，看病就医不方便，医院便决定
自那时起每年两次带着医护人员和药品
到村里免费义诊，同时为困难村民送去
棉衣、粮油、现金以及医院职工捐献的棉
被衣物等，15年间从未间断。

厚庄村与淄博高新（田氏）骨伤医
院，一个位于大山深处，一个处于闹市街
区，却因为浓浓的医患情紧紧地牵连在

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医院公益援助的

范围不断扩大，截至目前，资助的困难村
民已覆盖淄川、青州的50余个村。此外，
职工捐献衣物也已形成持续常态化行
动，随时收集并及时送给困难群众。

淄博高新（田氏）骨伤医院负责人表
示，今后医院将继续加大投入，汇聚爱
心、助人为乐、回报社会，希望更多的人
伸出友谊和爱心之手奉献一点爱，使社
会更加和谐美好。

厚庄村的前世今生

在厚庄村村口，一块刻有“厚土厚
植，厚德载物；厚文厚道，厚泽家邦”的石
碑格外引人注目。

淄川区太河镇厚庄村始建于明朝嘉
靖年间，距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初有
房、陈、张、王四氏祖先迁至于此，依村前
太河之水冠名为太河庄，后随太河街的
繁荣兴盛亦称后太河。至民国元年村贤
取忠厚、厚道之意更名为太河厚庄。

上世纪70年代初期太河水库建成之
前，全村共有231户687人。水库建成
后，半数村民响应国家号召移民到张店、
周村等地分散落户，剩余人员搬迁到距
离库底原址上方不远处的青龙山脚下，
现有137户347口人，可耕地58亩。

历史上的厚庄村依山傍水、风景秀
丽、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人杰地灵，文化
底蕴深厚。如今的厚庄，在传承红色基
因的基础上，弘扬“忠厚勤劳、爱国奉献、
崇德尚文、敢为人先”的厚庄精神，坚持

文化立村和绿色发展，打造出一个欣欣
向荣的生态厚庄。

“这里是村里新建的文体中心以及
周村区美术家协会红色教育基地，村民
们可在这里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张
文庆告诉记者。崇德尚文、文化立村，为
古村注入文化基因也是村“两委”着力打
造的亮点之一。

与此同时，近年来，在逐步改善生
产条件和居住环境的前提下，厚庄村努
力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
业。全村目前可利用土地（房前屋后）
种植樱桃130亩，年产量近10万斤，成为
厚庄的支柱产业。因当地土壤和气候
条件的独特优势，厚庄樱桃以其个大味
正、富硒多维、爽甜可口而闻名遐迩。
每年樱桃成熟季节，外地游客慕名而
来，观赏采摘。

为加快荒山绿化，实现集约经营，村
里通过招商引资、土地流转等有效措施，
使绿色生态农业得以迅速发展，不仅增
加了农民收入，而且美化了自然环境，把
太河库区灵山秀水装点得更加绚丽
多姿。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
兵 翟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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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膏药后，荣丽教村民使用方法。

医务人员对一位耳背的村民大声叮嘱着注意事项。

医务人员为高龄老人上门义诊。

医务人员为一位患有肩周炎的老人贴膏药。

医务人员教一名患肩周炎的村民练习用手指爬墙的治疗方法。

看完病后，老人执意要送医疗队医务人员到胡同口。

厚庄村村民与鲁中晨报“帐篷医疗队”医务人员合影。

一位老人腰部疼痛，医务人员为老人贴膏药。

医务人员手把手教村民肩周炎锻炼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