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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名声声打打出出去去，，才才有有更更多多客客流流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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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中华糖尿病协会全国发起“糖友梦·健康梦”爱心互助公益活动，4月11日走进滨州

“糖尿病泰斗”
即将来滨州

滨州“糖友”抓紧报名！

免费看专家、领取248元血糖仪和试纸

李雄教授说，中华糖尿
病协会的宗旨是一切为了糖
尿病人，糖尿病虽不能治愈，
但完全可防可治。

“微循环防糖法”疗法没
有人们传的那么神奇，主要
是它做到了以下五个要点：
一、不控制饮食，二、修复胰
岛功能，三、平稳血糖，四、逆
转并发症，五、延长寿命，实
现五项达标，快乐生活不吃
药。

糖尿病是综合性疾病，
必须采取综合手段，只要紧
跟医学步伐，糖人就能过上

“相对健康、绝对快乐”的理
想生活，全面提高我国糖尿
病患者血糖达标率，降低并
发症致残致死率，让慢病得
以快治！

相信科学，
尊重生命，只要
按照“微循环防
糖法”的要求去
做，完全能使得
了糖尿病的人好好治疗，不
因为糖尿病造成残废或者过
早死亡，大家更好的享受生
活！

我市糖尿病患者请于今
日8:30至18:00之间，拨打电话
0543-3366088报名，除免费领
取价值 3 9 8元李雄公益巡讲
门票外，还可享受中华糖尿
病协会提供的以下系列援
助：

1、免费领取价值 1 9 8元
血糖仪1台及试纸1筒，仅限
300台，送完即止。

2、赠送中华糖协最新出

版发行的《中华糖友》书籍一
本。

3、免费提供价值1988元
并发症专项筛查一次。

4、符合条件糖友，可申
请加入中华糖协会员，终身
享受饮食、运动、用药等专家
指导服务。

报名电话：0543-3366088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

由中华糖尿病协会举办，所
有项目不向患者收取任何费
用，请广大糖友相互告知！因
坐席有限，只限300个名额，
额满即止。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
没有专家费，就能见专家！”

“李雄教授来滨州了，免费
给咱老百姓看病啦！”

近日，由中华糖尿病协
会在全国开展的“糖友梦?
健康梦”爱心互助公益活动
的消息一经公布，引发滨州
糖友的强烈关注。我国著名
糖尿病专家李雄教授4月11
日将亲临我市，为糖友免费
义诊。

他高瞻远瞩，创立糖尿
病“微循环障碍”理论，至今
已帮助数十万糖友血糖平
稳，并发症消除，震惊世界
医学界；

他将百姓健康作为头
等大事，全国巡讲近千次，
分文不收，荣膺全国十大糖
尿病健康教育专家称号；

他从医30载，总结出的
一套糖尿病“微循环防糖
法”的康复方法，开创了“糖
人大胆吃喝血糖达标”的医
学奇迹；

他的方法一学就会，既
让糖友吃好吃饱营养均衡，
又能修复胰岛损伤，餐前血
糖长期稳定在6 . 0左右，视
力模糊、瘙痒、坏疽，心、脑、
肾等并发症同步好转，他就
是被誉为“中国糖尿病防治
医学泰斗”的李雄教授。

滨州糖尿病患者马上拨打电话0543-3366088报名，免费领取价值398元李雄“微循环

防糖法”讲座门票、198元三诺血糖仪1台和50元试纸1筒、《中华糖友》一本，免费提供价值

1988元并发症筛查一次，报名仅限3天！

44月月1111日日，，李李雄雄教教授授莅莅临临我我市市
价价值值339988元元公公益益巡巡讲讲门门票票免免费费发发放放

李雄
□我国著名糖尿病专家

□中华糖尿病协会十大健康教育专家

□糖尿病“微循环防糖法”创始人

□《中华糖友》杂志专家组编委

■ 今日关注

本报4月7日讯(记者 王领
娣) 黄河三角洲古玩淘宝汇举
行三天以来，来自全国各地以
及当地的古旧家具、古玩、书
画、工艺品参展商参与本次淘
宝汇，虽然淘宝汇现场物品种
类繁多，收藏价值巨大，但是仍
有不少参展商和市民反映之前
不知此处有如此多的民俗文化
展品，商家纷纷表示希望提高
知名度宣传。

“酒香也怕巷子深”，好的
产品如果没有知名度宣传，仅
局限于消费群体，就算是金子
也需要经过苦苦寻觅才能被发
现。

“我家就是水落坡镇的，但
是我以前不知道鼎龙有这么多
名贵的家具，只知道鼎龙是制
造家具的。”一位在鼎龙做家具
销售的王女士说，这边不少来
自滨州博兴、淄博的买家，他们
是通过朋友介绍之后来的，来
之后很惊奇，原来水落坡还有
这么名贵的家具。

“朋友介绍说这边有很多
知名的古木家具、古玩等共计
数十万件，开始我还不相信，4
月5日，我实地探访之后才知
道原来这里的物品真的是琳
琅满目、种类繁多。”济南的展
商张先生告诉记者，“第二天

我就带着我的藏品从济南赶
来参展了，但是很不解，既然
这里好物品这么多，为啥他的
知名度这么低，像我们这种走
南闯北四处参展的人，哪里有
好 的 民 俗 展 品 差 不 多 都 知

道。”
这么多优秀的展品，不仅

市民、展商叹息没有早些了解
到，就连周边商铺的店主也纷
纷表示希望能提高知名度宣
传。“只有名声打出去了，才会

有更多的客流量，我们店里有
的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古旧家
具很久无人问津，不是没有市
场，而是知道的人太少，真希望
能加强宣传，提高知名度。”一
位商家说。

两位“淘宝”达人正在“鉴宝”。 本报见习记者 于雪莹 摄

凌晨赶赴淘宝汇
只为寻到好宝贝

本报4月7日讯(见习记者 郗
运红) “70吧，就70！”、“不行，100

块，这最低了。”……在古玩淘宝
汇现场的一个小摊铺上，司先生
抱着很多的小旧木棍正在跟卖家
讨价还价，最终以80元的价格成
交。记者了解到，大清早5点多，司
先生就来到了淘宝汇现场，就是
为了先下手为强，淘到好宝物。

对于一堆在平常人眼里的破
木棍，在司先生这却变成了宝贝
木头，紧紧地抱在怀里不肯松手。
甚至是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也是不
能松懈，一边抱着，一边跟卖家商
讨。司先生介绍到，这些旧小的木
棍是旧的家具木头，都是老红木，
可能都是清朝的东西。对于80元买
来的价格，司先生还是很满意的，
回去可以用来刻章，做木雕等艺
术品，很划算。

司先生是阳信县商店镇大司
村的村民，是看到报纸后，很早起
床，骑了一个小时的摩托车赶来
的，想要淘点喜欢的东西。司先生
喜欢个人收藏，喜欢各种物件，尤
其是旧的红木等木头物件。因为
平时自己常常雕一些小的工艺
品，买这些旧红木就是想回去加
工成小的木雕工艺品。“祖祖辈辈
都是做这个的，也是靠着着吃
饭，”司先生说，“今天淘到了两捆
老红木宝物，很高兴，很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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