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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1日讯 (记者 代
曼) 迎风踏浪，策马奔腾，在烟
台做个都市“牧马人”，已经不再
是件难事。5月10日，烟台市马术
协会成立，本地大型养马机构

“联手”推广“马上运动”。据了
解，马术协会将在今年筹备大型
马术赛事，拉动烟台“马上”商
机。

5月10日，烟台马术运动协
会成立大会上，秘书长魏博文
介绍，烟台不仅爱好骑马的人
多了起来，而且一些人还拥有
自己的马匹，“养马岛因马得
名，马文化悠久，烟台经济发展
迅速，高端运动有市场潜力。”
魏博文认为，烟台有发展“马背
运动”的土壤，但仍缺少文化氛
围。

“在省内，烟台算得上马术
运动发展较早的城市，只是刚
开始缺少大型的养马机构、马
术俱乐部，但这两年出现了几
家有实力的综合性赛马场。”魏
博文说，甚至北京等地的高端
俱乐部也在烟台“安家”。

周建国是北京国发马术
俱乐部烟台公司的负责人，在
这个从事马术运动三十多年
的老“牧马人”看来，烟台发展

“马经济”潜力巨大，“偶然来
到养马岛，没想到这里赛马场
的条件很不错，而且本地企业
较 多 ，很 多 商 人 喜 欢 以 马 会
友。”蓬莱和圣马场的负责人
范家溢则说，“烟台的马术运
动完全可以成为一种特色旅
游资源。”

“国外引进的纯种赛马数
量也不少，此外，赛马场、马术
演艺场等也初具规模。”魏博文
说，烟台现在有四五家大型养
马机构，最大的养马机构拥有
200多匹马。

魏博文介绍，协会成立后，
将为烟台养马机构发展进行规
范引导，几大赛马场还将联手，
在烟台举办大型马术赛事，“高
端赛事的举办有助于推广马术
文化，还可以满足游客休闲娱
乐的需求，进而拉动相关产业
的发展，‘马经济’的发展才能
马力十足。”

烟台马术协会成立

拓展“马上”商机

本报5月11日讯(记者 王晏
坤 通讯员 宫秀春 张善安

邹春红) 11日上午，在塔山公
园一栋建筑内，突然狂风大作，
电闪雷鸣，且房屋出现倾斜晃
动，房间里的各种家具摇摇欲
坠，到处充满尖叫声。随后，房间
内的200多人在紧急情况下开始
自救，站墙角、钻桌底、大声呼
救……原来，这里正在进行模拟
地震活动。

5月12日是我国第六个“防灾
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城镇化
与减灾”。为此，烟台市地震局将

5月10日至16日定为防灾减灾宣
传周，11日上午的这场模拟地震
活动，就是烟台市地震局在塔山
地震科普教育基地集中开展的
一项地震科普宣传普及活动。

据了解，塔山地震科普教育
基地里有全国唯一播放地震题
材的4D电影院，还有全国第二个
地震训练逃生大楼。在基地内，
参与者可全程体验地震来临时
的感觉和学习自救措施。

虽然11日烟台下着小雨，但
仍有200余名参与者冒雨前来，其
中烟台市青少年宫组织的小朋

友们占多数。
基地科普展区部分，全部采

用高科技的声光电技术，融动感
体验、身临其境、寓教于乐于一
体，形象、生动、逼真地介绍了防
震减灾知识。

“快来看，这个场景和电视
里地震的场景一样，没想到震后
的场景真的那么绝望。”看到一
处模拟沙盘后，参观的小朋友宋
振宇说道。

这是一个大型动态场景表
演项目，通过对“5·12”汶川大地
震场景的模拟再现，为观众营造

一个“真实”的震后场景。另外，
基地中的地震灾害小屋模仿了
被地震破坏的残破教室，这里犹
如地震现场一样，有站立不稳的
眩晕感。

来到4D影院，在500余平方米
的空间，超大的环形屏幕正播放着

《灾难警示录》影片，带着眼镜，看
到的是漫天的飞石和尘屑，影院里
不时有观众发出尖叫声。

在地震逃生救援体验楼内，
似乎一场大地震正在发生，在房
间内会感觉头晕目眩，房内的壁
橱、冰箱、桌椅等各种家具都在

晃动，参与者们甚至在里面都站
不稳。

“奶奶，奶奶，真的发生地震
了么？我真的站不住了，救命啊，
快救救我啊。”在体验模拟地震
过程中，名叫刘欣的小朋友急着
去拉奶奶的手。

“开展这个活动主要是为进
一步向全社会宣传普及地震科
普知识，提高公众防震避震与自
救互救能力，也能让参与者身临
其 境 感受地 震 来 临时的 危 险
性。”烟台市地震局相关工作人
员说。

塔山地震科普教育基地昨发生“大地震”，200余名参与者现场“自救”

模模拟拟地地震震太太逼逼真真，，小小朋朋友友喊喊救救命命

20多位名师帮“挑刺”

每天“泡”在操作室

在烟台护士学校操作室
里，王祯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爽
朗。之所以被赞为“最强女护
士”，是因为她在山东省护理技
能大赛中职组中，荣获了第一
名的好成绩。

“接下来，王祯还要参加全
国护理技能大赛，学校邀请了
20多位名师来给她‘挑刺’。”烟
台市护士学校护理教研室主任
赵蓉说。

为了备战6月份的“国赛”，
王祯一有时间就“泡”在操作室
里，指导老师李彦榛也经常加
班加点陪伴练习。心肺复苏、静

脉输液、鼻饲插拔管、口腔护理
这四项比赛内容，王祯已经练
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即便如
此，她还是在一点点抠动作。因
为她坚信，只要多练一遍，就会
比其他人多进步一点。

第一次抢救没成功

暗下决心练好本领

“之前选择当护士，是为了
满足好奇心和新鲜感。”王祯
说，但是在实习之后，想法就变
了。“生命意味着不可承受的重
量，因为它没有第二次机会。”

2013年，王祯在招远人民
医院实习，第一天晚上急诊室
就收治了一名全身石灰烧伤的
病人。王祯当时不知道该如何

下手，“是老师在患者脚上找到
一根很细的血管，一针见血，这
对后续急救的意义很重大。”但
所有人的努力还是没能挽回这
条生命，听着家属一遍遍呼唤
死者的名字，王祯流下了眼泪，

“我当时不停地想，如果我再强
一点他是不是就不会死。”

“无法承受每个生命逝去
带来的痛苦，曾想过放弃，但后
来老师开导了我，我下决心把
自己练强一点，再强一点。”王
祯说。

每天卖力抠细节

只为备战“国赛”

王祯告诉记者，每个比赛
项目有上百个动作，每做一个

动作至少有四个细节，四个比
赛项目加起来得有上千个注意
事项。“老师的建议中，感触最
深的是‘把你操练的假人当成
真人，真正感受到他的不适’。”
王祯说。

“护士意味着责任、担当，
从来没想过，一名十七八岁的
孩子能承担救死扶伤的工作。”
王祯的母亲在接受采访时说，
只是希望女儿能尽力做好。

“喜欢急诊室的急迫，喜欢
手术室的配合，虽然护士只是
配合医生，但是做好护士的工
作，可以为患者减轻心灵上的
伤痛。”王祯说，“国赛”是在6

月7、8、9日进行，6月10日就是
她18岁生日，她希望能取得好
成绩，给自己一份18岁的生日
礼物。

1177岁岁女女生生炼炼成成““最最强强女女护护士士””
在在省省护护理理技技能能大大赛赛中中获获第第一一名名，，下下月月将将代代表表山山东东出出战战““国国赛赛””

烟烟台台护护校校为为667777名名学学生生授授帽帽
护士节来临，又有一批“白衣天使”将踏上护理实习岗位

本报5月11日讯(记者 宋
佳) 5月12日是第103个国际护
士节，1 0日，烟台护士学校为
2012级677名即将踏上护理实习
岗位的学生举行了授帽仪式。

10日上午，在烟台护士学
校厚德楼五楼报告厅，烟台市
毓璜顶医院护理部主任朱永
健、烟台山医院护理部主任曲
建香等8名来自各地的老一辈

杰出护理专家，为2012级677名
即将踏上护理实习岗位的学生
进行授帽。

学生们每8人为一组上台，
在老护理专家面前半蹲，低下
头接受燕尾帽，然后手捧点燃
的蜡烛离开。

“燕尾帽象征着天使般的
圣洁，戴在同学们头上，希望他
们像天使一样救死扶伤；把象

征照亮生命的蜡烛传递到孩子
们的手中，希望他们照亮生
命。”烟台护士学校校长赵全红
说，老一辈护理专家传递的是
期望，是责任，希望同学们在实
习岗位上履行好各自的职责。

授帽仪式结束后，677名即
将踏上护理实习岗位的学生共
同宣誓：“以救死扶伤、防病治
病，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 为 宗
旨……”

烟台护士学校家长协会会
长李巧玲说，看着女儿戴上燕
尾帽的一瞬间，心里有种成就
感。“在我们眼中她还只是孩
子，却将开始肩负救死扶伤的
职责，希望她们无愧父母的培
育、无愧师长的教导、无愧‘白
衣天使’的美誉。”

仪式现场，老一辈护理专家正为2012级的同学们授帽。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本报记者 宋佳

对于一个17岁的女生来说，生命意味着什么？她回答说，意味着不可承受的重量。
在山东省护理技能大赛中，烟台护士学校2011级大专2班学生王祯凭借努力获中职组
第一名，并将代表山东省出战“国赛”。被赞为“最强女护士”的她是如何炼成的呢？ 王祯经常独自一人反复练习每一

个动作。 本报记者 宋佳 摄

本报5月11日讯 (通讯员
张国忠 孙东升 记者 侯艳
艳) 招远市公安局为了进一步
拓宽服务群众渠道，开通了招
远公安微信公众订阅平台。平
台试运行一个多月来，对外推
送各类信息20余条，已经吸引
数百名关注用户。手机微信用
户可搜索公众账号“招远市公
安局”添加关注。

招远公安开通

微信公众订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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