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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综合

急救网络向偏远乡镇延伸

全全市市急急救救站站由由2277家家增增至至3366家家
本报聊城11月16日讯 (记

者 王尚磊 通讯员 邵春
梅) 13日上午，聊城市120急
救中心召开院前急救业务技
能培训会，与以往不同的是，
参加本次会议的急救站由原
来的27家增至36家，急救网络
覆盖面进一步增大。

创伤救护、心肺复苏、固
定包扎、除颤技术……13日，在
院前急救业务技能培训会上，
急救专家一一向参与培训的
急救站医护人员传授救护知

识。聊城市120急救中心工作人
员表示，此前全市急救站有27
家，参加本次培训的急救站新
增了9家，这9家分别为：聊城市
妇幼保健院、聊城市脑病医
院、茌平县第三人民医院、临
清市烟店卫生院、高唐县清平
卫生院、冠县辛集卫生院、东
阿县牛角店卫生院、莘县观城
卫生院和莘县朝城卫生院。

市卫生局副局长马胜军
表示，近三年来，每年聊城市
120急救中心接警30多万次，出

车8万多台，救治伤病员7万多
人次。按照要求，各急救站救
护车的数量、车牌号和车载通
讯设备必须报市120指挥中心
登记，救护车实行统一指挥、
统一标识、统一编号。为防止
违法违规使用救护车现象，规
定救护车只作为日常院前急
救、突发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
现场急救专用。严禁将救护车
从事与急救无关的工作。救护
车出诊时必须按要求配置急
救装备，不符合配置要求的车

辆一律不能作为救护车使用。
为提升急救车辆反应速

度、提高急救效率，建立快速、
高效的救援机制，今后，聊城
市卫生急救部门和公安交警
部门将加强协调联动，给予担
负紧急抢救任务的车辆道路
通行的优先权。同时，建立急
救车辆绿色通道，并加强紧急
情况下的交通疏导，紧急救援
车辆在部分指定路段可以逆
行，最大限度地使患者得到及
时有效的治疗。

首届全国“书香之家”活动公示996个家庭

聊聊城城33个个家家庭庭拟拟入入选选全全国国““书书香香之之家家””

今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启动了首届全国“书香之家”推荐活动。12月16日
起，全国推荐的996个候选家庭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上公
示，其中聊城有三户人家入选，他们分别是东阿县的鞠树银一家、开发区东苑小区周庆月
一家、临清市先锋办事处孟店居委会韩友庆一家。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别看韩友庆家在农村，他
们家的藏书却很丰富，有15000
多本。他通过读书体验到农村
落后、农民穷，主要穷在没知
识。初中毕业后，韩友庆先后
到部队服役、外出打工，2000年
回到农村务农。

看到农民还是传统的种
地方法，韩友庆感觉这样不

行。2001年，他开始卖农资产
品，一边请教科技人员，一边
买书买光碟看，边干边摸索，
逐渐他的生意越做越好。

韩友庆从小喜欢读书，上
至天文，下至地理，涉猎非常
广泛，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
在。孩子的母亲，虽然要照顾
家庭，还要忙于工作，但每天

还会抽出时间来读书、看报，
为孩子做学习的榜样。为了培
养孩子的阅读兴趣，他还经常
利用空闲时间一家人一起上
书店或者图书馆。

他逐渐感觉到知识的重
要性，便联合部分农户和在外
工作的知名人员，进行捐书，
现在他家的藏书包括村民的

部分藏书集合到一块，开了一
个书屋，免费对外借阅，带动
周边的村民共同学习，共同致
富，辐射半径达10公里。

他还经常邀请外地的农
业专家来他村讲课，讨论，通
过比赛，讨论来提高农民的表
述能力和阅读能力，深化了农
民对农业知识的掌握。

韩友庆：募捐图书建书屋，村民都能免费借阅

周庆月今年72岁，是开发
区一名退休职工，家有藏书
6600册。他自幼受到家庭的熏
陶和影响，养成了爱读书、爱
买书的习惯。

由于长期阅读书籍，逐步
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为书
法、诗词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周庆月现为中华诗词学
会、中国楹联学会、山东诗词
学会会员、中华诗词文化研究

所研究员等。
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周庆

月高中毕业后回到蒋官屯的
家里。作为高中毕业生，周庆
月成为村里“有大学问的人”，
于是每逢红白喜事，村民们都
来找周庆月，让他帮着写帖
子。虽然是高中毕业，但也没
有接触过写帖这种事，特别是
对于传统文化中各式帖子的
写法，周庆月更是一头雾水。

为 了 更 好 地 为 大 家 服
务 ， 周 庆 月 翻 阅 了 大 量 古
籍，还买来《康熙字典》、
《辞源》等工具书钻研。周
庆月告诉记者：“那时候他
背这些帖式和天干地支等一
些知识都迷了，天天念叨，
村里人都以为我犯病了。”

四十多年来，周庆月共搜
集了1000多份、400多种古帖，
他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很多

外地的人前来请教他各种帖
子的写法。2007年，他出版发行
了《柬帖法式备览》一书。

周庆月的书法也在各级
书法大赛活动中获奖，书法作
品受到同道好评。

最近两年，暑假期间，他
都被应邀为开发区教师举办
书法讲座，培养了一大批书法
爱好者。书法、诗词代表作先
后被多家刊物发表。

周庆月：四十多年搜集400多种古帖

鞠树银：带动家人养成读书的好习惯

鞠树银介绍，除了家里书
柜上的图书，储物间还有二十
箱。他的藏书种类丰富，既有
专业的法律书籍，又有生活百
科，红色书籍是其藏书特色。
记者看到其书架上摆放最多
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

的图书。
鞠树银是东阿县法院一

名退休职工，从2003年起由于
工作关系经常去济南、北京等
地出差，工作之余，他经常逛
文化市场。于是，爱读书的他
萌生了藏书的念头。

历经十年的艰辛奔波，他
省吃俭用积累的每一分钱投
入到购书中，日积月累，现已
藏书5000余册。其中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出版的图书达1200余
册，红色宝书、领袖、将帅画像
是特色。

在鞠树银的带动下，全家
人互动互学，儿子、儿媳们都
坚持每天读书，并写读书笔
记。爱人也常读相关书籍，三
岁的小孙子也认真看幼儿图
书。全家人呈现出一派喜书、
爱书、藏书、读书的书香氛围。

本报聊城12月16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代玉梅)

拨打120，多长时间能接听？多长
时间急救车能出发？记者从聊城
市120急救中心获悉，接听求助
电话，调度员平均反应时间1 . 4
秒，平均处警48秒。

院前急救能否挽回生命，重
在争分夺秒。根据聊城市120急
救中心的数据显示，调度员平均
反应时间1 . 4秒，平均处警48秒。
2012年全年共接警356364次，出
动车辆83455车次，救治伤病员
74191人次。其中占比重较大的
有：交通事故11189人次，占救治
总数的15%；心血管病9148人次，
占救治总数的12%；脑血管病8546
人次，占救治总数的11%。

急救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正
确拨打急救电话的做法有以下
几点：1、拨打120电话时，切勿惊
慌，保持镇静，讲话清晰、简练易
懂。2、讲清病人所在的详细地
址。3、说清病人的主要病情或伤
情，如呕血、昏迷等。4、提供畅通
的联系方式。5、挂断电话后，应
有人在有明显标志处的社区门
口或农村交叉路口等候，引导救
护车赶往现场。

去年120接警
36万余次

本报聊城12月16日讯 (记者
张超 ) 聊城开发区在城建方

面重点实施“133166”工程，确定
了20个重点城建项目。

“133166”工程即在开发区建
设一个工业新区、拓宽改造提升3
条河流，落成3个城市综合体、建
设16个大型社区和综合提升6条
主干道等五项内容。

其中，开发区投资15亿元拓
宽改造提升3条河流，包括四新河
打造集创新创业、休闲旅游、生
态居住为一体的现代服务业；周
公河建设成为聊城市北部集防
洪、排涝及生态休闲观光为一体
的风景带；小湄河综合改造成为
贯穿开发区城区南北，集中水回
用、生态湿地、休闲保健为一体
的综合性湿地特色公园。

投资100亿元建设3个城市综
合体。投资60亿元，建设面积165
万平方米的中央商务区，已完成
投资45亿元；投资25亿元的红星
美凯龙项目已进地建设；投资15
亿元的金融中心正在规划建设。

同时，3年建设16个大型社
区。开发区科学谋划城乡布局，
全速加快棚户区改造和新农村
建设。目前已完成房屋征收拆迁
面积157万平方米，力求全年完成
170万平方米。今明两年将占地
1 .14万亩的28个城中村，集中到8
个安置区，可节约土地9900亩，目
前已启动久和、李太屯、辛屯、大
胡、冯白于、滨河等6个安置区建
设；同时将129个村庄，合并到8个
新农村社区，可腾空土地3 .8万
亩，已启动6个社区建设，2016年
前全面完成。

投资6亿元综合提升6条主干
道。即东外环路拓宽为双向十车
道，中华路北延至徒骇河景观大
道，打通庐山路和黑龙江路，提
升改造辽河路和北外环，另外，

“五环聊城”拆迁征收工作正在
顺利进行。

开发区确定了总投资376 .5
亿元的20个城建基础设施项目重
点推进，其中农产品物流交易中
心、江北水镇、盖世物流、中央商
务区等5个建设项目列入全市重
点。

开发区确定20个

重点城建项目
急救培训现场。 本报通讯员 柴建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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