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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起凤整骨医院大厅内，来自邹平的袁迁，刚看完腰椎
疼痛问题准备回家；医院正对面的超市里，来自桓台城区的李梦女
士，带着孩子在给住院的家人选购基本生活用品……一个普通的工
作日，起凤整骨医院的院内和门外的道路两旁停满了来自淄博以及
周边地区前来就诊的车辆。作为一个以“骨伤”为主的乡镇医院，很
多人大概难以相信，“车水马龙”是医院再寻常不过的日常。

提起桓台县起凤镇的“流量”特色，除了远近闻名的旅游地标
“马踏湖”之外，“整骨”也必然是“榜上有名”。水系纵横的自然禀
赋，龙头企业的发展带动，加上已然走出山东迈向全国的“整骨”口
碑，让具备湖区特色的“康养”产业之风吹了起来。

靠“整骨”出圈的“湖区”特色康养

75岁的袁迁一大早就从邹
平老家出发赶到了起凤，他的就
医经验让他深知，不早点去，就可
能要面对就诊“大排长龙”的
景象。

“我是3年前摔了一下，伤到
了腰，村里就有人建议我到起凤
整骨医院来看看，说这里看得不
错。”袁迁说，“自打那次看完回去
一直挺好，最近干活劳累了，腰有
点疼，就赶紧再来看看。”说完后，
袁迁又颇为信任地补充了一句，

“我就认准这里，旁的地方我都不
去。”

田氏整骨技艺发展了180多
年，像这样的“铁粉”并不少见。

“之前有病患来，撩起裤腿说当年

腿断了，还是田宜瑚大夫给他接
的骨，那是他才七八岁的年纪。”
起凤整骨第六代传人田召彦告诉
记者，“这一说就把我们拉回了几
十年前了。”

田宜瑚是田氏中医整骨第
四代传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曾被民间称为“骨科神医”。如
今，田氏中医整骨已经发展到了
第五代，百年传承，既继承了田
氏骨伤的核心技艺，又博采众长
地将传统整骨和现代医疗先进
技术融于一体，走出了一条中西
医结合的新路子，形成了以中医
整骨为主体、西医手术为辅助的
从医模式。

起凤镇目前有骨伤类的医院

5家，起凤整骨医院作为其中的
“龙头”，既是山东唯一一家二级
甲等骨伤专科医院，也是山东省
唯一一家被国家商务部认证的中
华老字号医院。一年的接诊量接
近12万人次，尤其以滨州、东营、
淄博等地居多，延伸向全国。其
百年特色名药“龙凤接骨膏”，每
年仅在医院销售就能达到1000
万元，数量在16万贴左右，这在
山东省内医院里黑膏药类单品
中，销量可以说是一骑绝尘。从
这一点上来看，其“龙头”的带动
作用不可小觑，以“骨伤”为主的
医疗“流量”，为康养产业链条的
形成培育了沃土。

医疗的“流量”带来的不仅仅

是口碑的传播和医疗效益的走
高，也带动了医院周边相关业态
的兴起。西三村的舒俊在医院对
面开了30年的超市，用她的话
说，就是“与医院共成长”。从最
开始的“门可罗雀”，到现在几乎
所有的商品都是为医院病患服
务，可以说来自医院的“购买力”，
让这个小超市拥有了生存的活力
和底气。

目前，起凤整骨医院外的起
马路上，餐饮店有30余家，另外
超市、洗车店等商铺也在不断增
多，可以说商业形态的聚集与医
院接诊量有着“正相关”的联系。
再加上医院本身，也带动了200
余人进入医疗行业，端起了医疗

的饭碗。如果带动就业的人数扩
大到相关商业业态的话，数字就
更可观了。

现代社会逐步走向老龄化的
现状，以及“整骨”口碑的传播，起
凤整骨的接待能力可能很快就不
能满足现实的需求。田召彦告诉
记者，目前新的门诊病房综合楼
已经在规划当中，新的病房楼将
规划为12层，容纳至少360张床
位。比起现在120张床的病房
楼，其医养结合的功能将更加凸
显，一些更新潮、更符合现代生活
观念和习惯的中医养生、食疗调
养、音乐疗疾、情志疗愈等特色中
医药疗法将开展得更加健全。

一些依山傍水的村庄，可能
会选择文旅产业来作为乡村振兴
的破题点，但身处湖区的鱼三村，
却在琢磨一条新的路子。

鱼三村86岁的巩子流，平时
在村里的“幸福院”吃饭，热乎乎
的一菜一汤，让他吃得很舒心，记
者问他觉得什么菜最爱吃，他说：

“啥都很好吃。”
“不光好吃，服务员态度也很

好。早来了还能一块打打牌、做
做手指操、看看电视，人多了凑成
堆高兴。”巩子流说。

鱼三村户籍人口3549人，长
期在家居住的有一千七八百人，
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约为七八
百人，占到常住人口的一半；75
岁以上的老人有350人左右，占
到常住人口的五分之一。在农
村，“留守”居民大多为空巢老人，
已经是普遍现状，对于鱼三村来

说也不例外。那么乡村振兴的
“幸福感”，很大一部分就是来源
于老人们晚年生活的幸福感。

现在的鱼三村“幸福院”，除
了能让老人们在此就餐、娱乐，还
可以提供午休、洗澡等功能。对
于运营一家“长者食堂”来说，这
些功能已经足够，但是鱼三村的
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巩波，却有着
想要把“幸福院”升级到“2.0版
本”的想法。

“目前我们在村南边申请了
70多亩地，计划把新的‘幸福院’
办起来，不光能让老人们吃饭，还
能长期住宿。到时候除了满足村
里人的养老需求，还可以对社会
开放。”巩波说。

巩波曾经也是为父母找寻养
老院的儿女大军中的一员，家里
兄弟姊妹都是忙事业的年龄，对
于照顾老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要是让老人单独在家，吃饭、安全
等问题，又让儿女们放心不下。

“像咱们村里，有的老人吃饭，俩
馒头就点酱油就打发了；还有的
老人耳朵不灵，接打个电话都不
行。这让在外打拼事业的儿女们
很是放心不下。”巩波说，“所以我
有了在村里做起养老院的想法，
并且是一家让老人有‘家’的感觉
的养老院。”

对于鱼三村来说，运营一家
对社会开放的养老院，的确有着
自己的优势。鱼三村身处马踏湖
区，与马踏湖国家湿地公园的直
线距离为1公里，水道居多，环境
适宜，生态和谐。而其距离桓台
城区13公里，距离张店区27公里
左右，可以说背靠宜人的康养环
境，交通也相对便利。

另一方面来说，起凤镇的整
骨类医疗产业有口皆碑，正处于

兴旺发展的阶段，在龙头企业的
带动下，形成了比较优质的康养
条件和氛围。而鱼三村卫生室本
来也是村级卫生院中的“明星”，
是省级示范标准村卫生室、市级
甲级村卫生室，具备初级急救能
力，可达到乡镇卫生院的初级水
平。2022年，鱼三村也获得淄博
市健康村的荣誉称号。这对于鱼
三村发展康养类的养老院，是很
好的医疗保障。

除了外部条件，如何运营是
养老院长续发展的内在动力。经
过了将近5年的市场调研和准备，
巩波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以
产业带动运营”的思路。“‘傍水’
是咱们这里最大的特色，我的想
法是社会资本投资，由合作社运
营，建设大棚进行果蔬采摘，不但
让老人们的儿女、孙辈们来了待
得住，还可以对外盈利。大棚上

面可以建设光伏板，打造渔光互
补。到时候水池里可以垂钓，藕
池里荷花飘香，用文农旅融合产
业来带动‘幸福院’正常运转。”

在目前的规划里，新的“幸福
院”将会占地75亩左右，容纳至
少500人，可以与镇“幸福院”互
为支撑，分担其容纳量不足的
问题。

“我将来老了，想住什么样的
‘幸福院’？”鱼三村“3.0终极版
本”的“幸福院”的设想和打造，可
能会出自这样的一问。

“文体活动要丰富，心灵疏导
要有，老人内心满足，在养老院有
家的感觉，等子女来看他们，他们
可以发自内心地说一句：‘你们忙
就行，我在这里很好。’而不只是
出于‘不能给孩子添麻烦’的想
法。我认为这就是‘幸福院’的最
终期待。”巩波说。

湖边小村也琢磨起了康养事业

康养小镇的“国潮”康养

起凤镇目前有5家以骨伤诊
疗为特色的专科医院，从业人数
大约400人，每年因“整骨”所带
来的人员流量可达到20万人次。
以传统中医骨伤为主要诊疗特
色、中西医结合治疗为辅，集功能
康复、健康养生为一体的“整骨”
产业，可以被称为起凤打造康养
小镇的主要特色——— 一种“国潮
式”的康养。

这种“国潮式”的康养，其生
存土壤是什么？

就拿淄博的数据来说，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淄博
市470万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年
人有109.3万人，老龄化率达到
23.24%，居全省第三位，高于全
国、全省平均水平。从全国来说，

社会老龄化程度呈逐年上升趋
势，养老问题将成为一个难以回
避的社会性问题。那么淄博如此
庞大的老年人群，他们的“夕阳
红”可以在什么地方实现？起凤
镇完全可以去抢占这一赛道。

首先在“颜值”上，湖区河道
纵横，马踏湖又是远近闻名的生
态湿地。春夏小镇上繁花盛放，
绿色的芦苇在河道旁迎风婆娑。
秋冬又有万亩金黄的芦苇收割之
胜景，四季皆有美景。起凤镇还
打造了6处村庄公园，8个村被评
为“公园式村庄”，为发展康养事
业提供了舒适的环境条件。

与此同时，湖区文化、湖区特
色苇草手工编织、湖区农产品等，
也为发展康养产业提供了文化内

核。而在起凤镇的康养产业链
上，田氏骨科博物馆作为以中医
药为主题的博物馆，以田氏骨科
中医世家家族文化为主线，植入
了中医药文化、民俗文化、地方文
化等元素，集游览、观光、研学、体
验于一体，为产业链补强了文旅
一环。

而镇域4条主干道路、2座主
桥梁改造提升，切实优化路域交
通环境，为康养产业的“流量流
通”，打通了动脉。

起凤整骨第六代传人田召彦
也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随着
现代人工作和生活习惯的变化，
骨病发生几率也在随之变大。目
前医院疼痛科接治的腰椎疾病病
人，每天能达到50人以上，一年

高达2万人，占到医院总病例的六
分之一。像长期玩手机、电脑，伏
案工作等导致的鼠标手、腱鞘炎、
腰椎、颈椎疾病变多，而老年人的
腰椎、胸椎疾病患病率近几年更
是呈井喷式上升。

从这一趋势上来说，发展医
养结合，进行骨科调养，抢占康养
赛道，既有条件，也有市场。

“目前，起凤镇围绕康养产业
发展，投资2000余万元建设医养
结合型综合卫生院，打造拥有百
余张床位的康养楼，形成集医疗、
康复、养老、保健为一体的卫生服
务体系，不断满足群众多层次、多
元化的康养服务需求。下一步，
起凤镇将立足资源禀赋，紧紧围
绕正骨医药特色，着重延伸康养

产业链条，积极‘引上游、接下
游’，全力推动配套产业发展。同
时，深度整合文旅资源，推进康
养、文旅深度融合，推出独具特色
的康养旅游线路，努力打造文旅
康养胜地。”起凤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张丽敏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张晓宁 通讯员 谷坤 李
昕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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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因“整骨”带来的人员流量可达20万人次

从“整骨”到康养，起凤做对了什么

起凤整骨医院医护人员给前来参观的学生讲解中医药知识。

医养结合型综合卫生院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