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宁市中医药文化宣传周暨中医膏方养生文化节开幕

咱咱们们的的““十十大大中中医医世世家家””亮亮相相

本报济宁10月28日讯 (记者
李倩 通讯员 朱信楠) 28日，记
者从济宁市财政局获悉，经过逐级
申报、审核、公示，有20户“家庭农
场”获得“市级示范农场”称号，除了
给予相关优惠政策外，市财政还将
给予5万元资金扶持。

经过5天的公示，金乡司马镇金
泉特种养殖家庭农场、鱼台县盛地家
庭农场、济宁市胡家湾家庭农场、鱼
台县圣君家庭农场等20户家庭农场
获“市级示范农场”荣誉称号，其中家
庭农场共涉及农业11家、林业2家、畜
牧5家、渔业2家。根据相关规定，这些

“家庭农场”将获5万元奖励。
济宁市财政局农业科副科长杨

跃介绍，家庭农场示范场认定范围
为济宁市辖区内家庭农场，所称家
庭农场，是指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组
织单位，并以家庭成员为主要投资
经营者，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
商品化生产经营，以农业为主要收
入来源，实行自主经营、自我积累、
自我发展和自负盈亏，由县级农业
部门认定，经工商注册登记的新型
农业经营实体。

20户家庭农场

获5万元奖励

本报济宁10月28日讯(通讯员 朱
璐) “故障报修业务，在接到市95598
远程工作站抢修工作单后，配电抢修
中心或供电所应该在多长时间内回复
到达现场时间和预计送电时间？”近
日，在邹城市北宿供电所，农电人员刘
猛前来被暗访的邹城市供电公司乡镇
电管部主任刘令民“逮住”，抽检起了
服务小常识。这是公司开展迎峰度冬
前服务“暖身”的一个缩影。

日前公司专门启动迎峰度冬“暖
身”行动，通过开展电力报修业务知
识学习、组织电力优质服务调考、开
展优质服务基础知识抽检等形式，持
续规范服务行为。结合冬季天气状况
和用电负荷增长实际，有针对性地开
展冬季电力故障原因分析与预测、组
织冬季故障报修模拟演练。此外，公
司还开展“电力优质服务提升行动”，
通过开展服务满意度测评、开展服务
提速行动、引入服务意见反馈机制，
有效评价电力员工服务质量。

提升供电服务

备战冬季高峰

本报济宁10月28日讯(记
者 李倩 通讯员 仲耸)
28日，在济宁市中医药文化宣
传周暨中医膏方养生文化节
开幕现场，济宁市卫计委(市
中医药管理局)公布首批考证
的十大中医世家，并为从事中
医药工作40年上工作者和名
老中医代表颁发荣誉证书。

本次公布的首批中医世
家考证结果中，金乡率氏中医
世家、金乡温氏中医世家、嘉
祥徐氏中医世家、济宁颛孙氏
中医世家、济宁王氏中医世
家、鱼台生氏中医世家、济宁
李氏中医世家、邹城吕氏中医
世家、曲阜朱氏中医世家、泗
水乔氏中医世家获此殊荣。

73岁的徐昭玉从医50多
年，其祖父是济宁市四大名中
医之一，曾祖父是清末的痒
生，后弃儒从医，精于喉科。
1937年，在金乡县应考被录为
国医，在金乡行医16年，后移
居济宁市南门口，开设喉科诊
所，济宁知名中医王作人、徐
益善均为其传人底子。“在家
庭环境的影响下，我10多岁就
熟背《药性赋》、《汤头歌诀》、

《医学三字经》等，开始对中医
产生了兴趣，后来就跟在父亲
身边抄方，看父亲如何为病人
诊脉、开方，学着认识一些中
草药，帮着加工整理药材，并
自学了中医理论、中医诊断学

等医学知识。”
在此次公布的从事中医

药工作40年以上的名单中，年
龄最大的已达90岁，从医71
年。“济宁市中医药事业历史
悠久，在明嘉靖年间济宁就有
中医堂铺。”济宁市卫计委中
医药管理科科长唐长冬介绍，
济宁历代名中医辈出，魏晋王
叔和、元代赵钧、清代“北喉”
张西山、近现代的孔伯华、王
作人均为国内知名中医名家。

“中医源于民间，但其技艺失
传十分可惜，此次公布首批中
医世家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承
和弘扬济宁的中医事业。”

“长期以来，全国中医大
家都把儒医文化作为中医药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学
家、文化界也把儒医文化作为
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成
为中医学乃至中国文化的一
大特色。”唐长冬说，中医文化
宣传周期间还举办了首届儒

医论坛，在国内首次竖起儒医
流派大旗。

济宁市卫计委副主任、市
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魏明凯
介绍，济宁将进一步加强名
院、名科、名医、名医堂、名厂、
名药、名店“七名战略”，推进
基层中医药特色能力提升六
大工程，通过加强中医药事业
的发展，探索解决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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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评的中医世家需从
医30年以上，每天接诊的也
要30人以上，且父辈也要是
名专家。”提起家族延传的行
医史，53岁的李书耀语气中
充满了自豪感。

“我的祖父师承济宁西
接骨刘五爷。1933年，在济宁
冯家大院街开设李家花园，
间接骨、推拿，推拿手法属齐
鲁推拿流派，大开大合、动静
结合，现传承三代。”在领奖
现场，从医37年的李书耀还
特意穿上了唐装。

“这是祖辈们留下的丰
厚‘财富’，时代在发展，我也
不能原地踏步。”作为李氏中

医世家的传承人，李书耀并
没有止步，而是对自己要求
更加严格。“对腰椎间盘突
出症，我的父亲创造出‘牵
引加拇指颤压法治疗’，取
得很好的疗效。在此基础
上，对于强直性脊柱炎患
者，经过不断研习、反复斟
酌，我也独创‘七联发治疗
强直性脊柱炎’，很多患者得
到诊治。”

李书耀说，作为中医世
家的传承人，虽然没有什么
独门秘方，但对于医术的精
益求精与其他中医世家是一
样的，“希望通过中医，为更
多患者解除病痛。”

“在没有医学学校、甚至缺
医少药的年代，我们祖祖辈辈
行医几乎都是沿着这个轨迹成
长的。医术就是这样靠着口传
心授、耳提面命，一代代传承下
来的。”61岁的乔尚军，从业中
医40年以上，济宁市第一批当
代知名老中医，泗水县乔氏中
医世家第三代传人，在当地有
着很高的知名度。

“民国20年间，在平邑、泗
水两地温疫流行，祖老以精湛
的医术、济贫救灾，运用中医温
病理论辩证施治，抢救灾民数
百人，当地百姓感激万分，并授
赠为“保寿堂”大匾。”提起家族
延传的行医史，乔尚军颇感自

豪。“听父亲说，祖父乔建勋自
幼热爱中医，7岁入读私塾学
习，大清末年選式应试为名童
学士，擅长内、儿科、妇科、温病
等疑难杂症，行医40余年，挽救
了无数急危重病人。”

“听父亲说，祖老在41岁
时，出诊路遇一位姓庞的病人
趟在路边生命垂危，他不畏一
切风险把他带回家中，喂药、喂
饭，精心治疗数日，痊愈后又给
他路费返回家中，类似善事，数
不胜数。”行医救人，要有仁心，
乔尚军也恪守祖训，不仅继承
了祖辈们的医术，更继承他们
治病救人的仁善之心。

本报记者 李倩

济宁李氏中医世家：

时代不断发展中医也需进步

泗水乔氏中医世家：

继承传统医术心怀仁善之心

相关链接

十大中医世家受表彰。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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