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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今日淄博

巡城 C13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公为进 冯子学） 辛

辛苦苦攒下的住院费却不翼而飞
了！5日下午2时，在沂源县一医院
住院的王大爷慌张报警，说自己的
2000元住院费丢了。沂源城区派出
所了解相关情况后，迅速赶到现
场。

经了解，王大爷今年已经88岁
高龄，平时老人生活节俭，住院期
间的住院费都是自己省吃俭用省
下来的。为防止住院费丢失，老人
自己做了一个盛钱的简易布包，平
时将其系在腰间。

民警对案发时间段内所有出
入病房的人员进行了逐一走访和
约谈，并调取了监控录像。很快，民
警在保洁员张女士那里找到了突
破口。原来，当天下午1时许，张女
士在打扫病房内的卫生间时，在地
面上发现一个脏兮兮的布包误以
为是病人遗弃的垃圾，于是张女士
便将布包误当垃圾扔进了垃圾箱。

3时许，民警在张女士的带领
下迅速找到了那个垃圾箱，并很快
在箱底找到了老人盛钱的布包。后
经老人和家人回忆，中午12时许，
老人在上厕所时不慎将布包遗落
在了地面上，并非被盗。

救命钱大意丢失

民警一小时寻回

乡医，多被人称为“赤脚医生”，他们半农半医，守护着农村居民的健康，但自身的病痛
却少有人提及。在淄川双杨镇西河村，53岁的乡医贾远光要拄着双拐为乡亲看病，对他来
说，30多年的从医经历，使得他对病痛有着区别常人的感知。

66日日起起赴赴泰泰国国游游客客可可免免签签证证费费
免除费用仅为230元，对淄博游客刺激不大

本报8月6日讯 (记者 李
超) 从7月中旬开始，一则关于
国内游客赴泰国旅游将免除签
证费的消息在网络上流传。而
记者从张店部分旅行社了解
到，免签证费并不是从8月1日
开始，而是从6日开始实行。

“从8月1日至10月底，泰国
将为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
的游客免除签证所需费用。”这
则消息在微信朋友圈、网络论
坛上被大量转载。但是也有人

反映，此消息不属实，有的游客
在8月1日后去泰国，并没有免
除签证费。

“我们从7月中旬就听说
了，免除泰国旅游签证费本从8

月1日起施行，但由于泰国国内
还需要一个审批流程，所以没
有执行。”淄博青年旅行社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最近没有
团去泰国，所以他们也不知道
何时实行这一政策。

6日下午，记者从山东国际

旅行社了解到，他们已经得到
确切消息，赴泰国旅游的中国
游客将从6日起免除签证费，费
用为230元。

“一般都是执行落地签，签
证费并不包含在旅游团费里，
而是到泰国后交给导游由导游
负责办理。”山东国际旅行社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中
国一直是泰国旅游的主要客
源市场，从团队游到自由行都

比较多，价格从两千多到上万
元不等。但是受到泰国国内政
治等各种因素影响，“泰国旅
游受到不小影响，特别是国内
游客数量减少明显，对中国游
客实行免签，在一定程度上有
利于吸引游客，但是对淄博来
说效果不会太明显，首先这个
钱不包含在团费里，所以团费
不会下降，其次是两百多元，
对游客的刺激并不是很大。”
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

身患婴儿瘫，却自学中医守护一方村民健康，乡医贾远光：

坚坚持持3344年年只只因因懂懂得得病病痛痛的的滋滋味味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刘光
斌 通讯员 王彦婷）近日，桓
台县少海派出所和索镇派出所户
籍民警共同努力，为刘女士解决
了25年的“黑户”问题。

原来，刘女士1984年因结婚
将户口由索镇镇刘茅村迁至后毕
村，同年离婚又将户口迁至刘茅
村。但因生病和搬迁，迁移证丢
失，刘女士也忘了落户这件事。
但办低保却需要户口。少海派出
所与索镇派出所户籍民警合作共
同调查，找到登记刘女士户口情
况的材料。但是，刘茅村村委会
因刘女士在刘茅村没有房屋，不
接收其户口。对此，桓台县公安
局特事特办，审批了刘女士的户
口补录申请，为刘女士补录了户
口，并帮助她办理了身份证、低
保申请等，困扰刘女士25年之久
的户口问题得到了解决。

民警特事特办

25年“黑户”得补录

泰国落地签

有效期只有14天

目前泰国签证的有效期是3个
月，落地签的有效期是14天，落地签
原手续费是1000泰铢，8月6日至10月
31日期间免费，泰国每一个有国际航
班的机场都可以办理落地签。

办理落地签需要的材料：一是
护照；二是落地签证申请表和入境
卡(泰国各个机场都有，现场填写，有
中文参考。)；三是4×6厘米照片1张
(没有的话可以在机场照，200泰铢一
份)；四是15天内的出泰国境机票电
子版，打印出来贴身带着(至关重要
的东西)；五是1000泰铢签证费(8月1

日至10月31日期间免费)；六是个人需
要随身携带价值10000泰铢的现金，
美元、人民币都可以，小家庭孩子和
父母需要随身携带价值20000泰铢的
现金，美元、人民币都可以。

行走不便

仍然风雨无阻

贾远光从医34年，走过多
少路已经数不清，“只记得有
时忙的时候，一天走个十几公
里都是常有的事。那次临庄有
不少村民生病，一下午时间往
返了4次。”贾远光调侃自己的
双腿，“最早的时候可以骑自
行车，后来变成摩托车，而现
在则是拐杖。”现在的西河村
大概有1400余人，再加上临近
的几个村子，找过贾远光看病
的村民不少于两千人。

村民孙允贵告诉记者，自
己只要生了病都会来找贾远
光。“附近的村民没有一个不
知道贾医生的，人好，医术也
好，给我们看了几十年的病
了，我们都信得过。”另一村民
也告诉记者，自己过去头部曾
受过伤，治好后手脚总是麻木
且拿不稳东西，贾远光知道
后，天天来他家为他做针灸，
一做就是半年，风雨无阻。

本报记者 樊伟宏

因为患者都是村里乡
亲 ，其 中 有 不 少 人 生 活 条
件并不好，对于这些病人，
贾远光多是给病人开个欠
条 了 事 ，从 未 耽 误 过 他 们
的治疗。

“边欠边还，过去的加
上 每 年 新 收 到 的 欠 条 ，合
起来得有 4万多元，但都是
老 乡 亲 了 ，看 着 他 们 生 病

自 己 心 里 也 难 受 ，谁 没 有
个困难的时候呢。”贾远光
由 己 及 人 ，从 自 己 的 病 痛
中明白健康的重要。

据 了 解 ，因 为 工 作 的
关系，三十多年来，贾远光
基 本 上 没 有 休 息 过 ，即 使
在大年三十和初一也不例
外。“一般大年三十要忙到
八 点 多 ，大 年 初 一 从 1 0 点

开 始 就 有 人 排 队 了 ，遇 到
突发情况即使晚上也得出
诊。”贾远光说，“有一年初
一 ，一 大 早 就 来 了 个 病 人
说 自 己 肚 子 疼 的 厉 害 ，看
着 他 难 受 的 样 子 ，我 突 然
感觉什么时候缺了医生都
不行，所以虽然没法休息，
但 每 次 治 好 一 个 病 人 ，过
的也值了。”

大年三十忙到晚，初一上午就接诊

工作上的忙碌与付出，注定
也造成了贾远光对家庭上的亏
欠。据他介绍，因为自己现在必
须依赖双拐，有时候碰到突发情
况时，妻子就会搀扶着他一起去
村民家看病。“工作上的事她都
听我的，我不后悔，她也不后
悔。”问到这个问题时，贾远光的
语气中充满了自信，而这份自信
中既有幸福的味道，也透着一丝
遗憾和内疚。

现在，贾远光的女儿贾晓霞
也在卫生室工作，他也希望自己
的女儿能继承自己的事业，继续
为乡亲们服务。“现在的年轻人
都不愿意到农村干乡医，能耐下
性子来做这一行的已经越来越
少了，我的女儿也支持我的想
法，我感到很欣慰，虽然已经年
过半百了，但是我还会继续为村
民服务下去。”

难忘乡亲

望女儿继承己业

自学中医

想为乡亲做点事

早在 1 9 8 0年，贾远光就
在村里的保健站干起了乡医
的工作，一干就是34年。因为
从小患婴儿瘫，一直行动不
便，2 0 1 1年因为疼痛他做了
一次手术，至今依然只能靠
双拐行走，然而即使如此，他
从没有想过离开医生岗位。

“当时村里为了照顾我，
把我安置在保健站，那时的
我一点医学知识都不懂，于
是开始自学中医，后来淄川
有了卫校，我就去进修了 1 0

个月，然后又到中专进行了
系统的学习。”贾远光说，“那
时候因为村里穷，待遇低，做
乡医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
但是挣钱是次要的，主要是
能够为乡亲们做点事、服好
务。”

据贾远光的朋友谭隽介
绍，自己在双杨镇卫生院工
作时与贾远光相识，至今已
经近 7年了，“他对病人的要
求总是尽可能的满足，有时
忙的时候，饭都来不及吃，晚
上也会忙到深夜，但是他从
没有怨言，总是说自己只是
个普通人。”

一副双拐、一个药箱，贾远光就这样为村民送去
健康。 本报通讯员 谭隽 摄

贾远光为村民诊治，身后便是他的双拐。 本报通讯员 谭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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