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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搭舞台，农民展身手

鄄鄄城城5511个个农农民民代代表表队队斗斗秧秧歌歌
本报鄄城12月14日讯 (记

者 景佳) 14日上午，鄄城县
乡村秧歌舞广场舞大赛在一阵
阵锣鼓声中拉开帷幕，来自全
县17个乡镇51支代表队的上千
名农民将参加为期两天的比
赛。这项由当地县委、县政府主
办的群体性活动，不仅丰富了
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有力
助推了乡村文明行动的开展。

鄄城自古就有扭秧歌的传
统，此前因为没有合适的场地
和活动经费，一直靠着村民们
的热情惨淡地延续。76岁的孙
元忍是该县红船歌舞秧歌队的
鼓手，他告诉记者，村里15年前
就有秧歌队，但此前只是少数
人参加，但近年来生活好了，政
府不仅给村里建起了文化广
场，增添了文体设施，还给秧歌
队购置了服装、大鼓和音响，扭
秧歌现在成了村民休闲健身的
重要方式。

鄄城县委书记谷瑞灵告诉
记者，秧歌舞、广场舞是群众乐
于参与的重要文化活动，既可
以强身健体、愉悦心情，又能培
养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养成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推动邻
里和睦、社会和谐。正因为如
此，为顺应群众所盼，今年以
来，全县各级都把秧歌舞蹈队
建设作为一项基础工程和民生
工程来抓。进入12月份以来，各

乡镇、街道陆续组织了初赛，一
批优秀的秧歌舞蹈队脱颖而
出。这次参赛的51个队，都是各
镇的前三名队伍。伴随着阵阵
锣鼓，参赛群众也都跳出了精
气神。

谷瑞灵表示，这只是该县
乡村文明行动的一个缩影。自
乡村文明行动以来，鄄城在全
县农村大力实施“双有、双百、
双千”工程建设，全县440个行
政村已全部建有文化大院、农

家书屋，一半以上的行政村建
设有文化健身广场和文体设
施。目前，全县完成送戏下乡
360余场、培训农村文化骨干
500人次，远超预期。同时，全县
完成送电影下乡5200余场，各
自然村的秧歌舞蹈队有的正蓬
勃发展，有的正抓紧培训。另
外，每个村都设立了“四德榜”。

对于乡村文明给农民带来
的变化，鄄城县委书记谷瑞灵
常说的一句话是：“看乡村文明

行动是不是成功，核心就在于
农民文明素质是否得到了根本
提升，基层群众能不能长期受
益。一句话，就是要让农民发自
内心地笑起来。”为让农民笑起
来，鄄城县还投入了大量资金
对农村道路进行硬化、绿化，对
农村房屋外墙也都进行统一粉
刷。在环卫一体化方面，鄄城县
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立起
了“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
的城乡环卫一体化长效机制。

本报菏泽12月14日讯 (记
者 陈晨) 12日，菏泽传统家
居卖场联合020电商，借势转
型成为线上线下经营模式，并
召开说明大会，200余家家居
建材商家参与会议。

据了解，今年新的家居卖
场强势来袭，面对家居建材市
场的洗牌期，家居建材企业意

识到单一卖场竞争力薄弱，必
须寻求更广阔的渠道来多元
化发展。

菏泽鸿翔家居有限公司
董事长段鹏称，家居行业竞争
愈发激烈，而租金的连年高涨
给商家成本造成压力，如何留
住人流量，转化为成单量是商
家的难题。

12日，齐家网以020模式，
联合部分传统家居卖场，以名
家居广场为试点，让消费者线
上搜索支付，线下体验，从而
实现家居商品前置性信息导
购，集聚家居消费者的流量入
口。

据了解，对家居建材企业
来说,“O2O”是未来企业往电

商转型的一个趋势。通过电商
手段,消费者很容易就可以收
集到各类合适的产品，在电商
发展的基础上,传统专卖店的
功能一定会更全面。

据介绍，目前菏泽家居建
材行业面临洗牌期，电商与传
统家居卖场的联合将会给消
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方式。

本报郓城12月14日讯 (通讯
员 魏忠友 刘考勇 见习记
者 袁文卿) 近日，郓城县程屯
镇冷庄村“四德榜”边重新挂上
了一块特殊的光荣榜，群众自发
为外出经商村民李福荣特意做
了一块光荣榜，以表彰他致富不
忘家乡，出资150万元为村里修路
的善举。

据悉，今年以来，郓城县集
聚各方力量，多渠道筹集资金，
建立多元资本支农的投入机制
保障乡村文明建设，充分发挥民
间能人作用，会写字的写字，会
作画的作画，能载树的栽树等。
有条件的村还与村内企业结对
挂钩帮助创建村开展环境综合
整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村
民多办实事好事，以实际行动反
哺支持新农村建设。

该县恒基机械公司为玉皇
面村安装了路灯、铺设下水道；
泰嘉门业为双桥乡安装了四德
榜；阳光花卉捐赠武安村绿化苗
木等。目前，全县已有20余个民企
老总积极参与了乡村文明行动。

在乡村文明行动中，该县不
断加强思想发动，动员农民群众
自觉行动，积极筹资筹劳，大力
开展城乡环卫一体化活动，积极
实施“绿化、亮化、净化、美化”工
程，加强村庄环境卫生整治，真
正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呈
现了人人参与，个个争先共建生
态家园的喜人局面。

鼓励民间能人

扮靓乡村文明

家居搭班电商，线上支付线下体验

菏菏泽泽家家居居行行业业寻寻求求更更新新““玩玩法法””

访牡丹英才、菏泽市立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叶永强

患患者者少少花花钱钱看看好好病病是是他他最最大大追追求求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德领

科室里的他，要么是小跑，要么是疾走。门诊、
病房都留下过他忙绿的身影，即使已是下班时间。

他每天都以饱满的热情、柔和的语言、娴熟的
技术带领团队突破一个个难关。他热爱卫生事业，
视解除病人疾苦为己任，默默践行着一名白衣战
士的职责。他放弃大城市、大医院的工作环境扎根
菏泽，他说在这里能更好地实现他的人生价值。

他就是菏泽首届“牡丹英才”、菏泽市立医院
肝胆外科主任叶永强。

菏菏泽泽““牡牡丹丹英英才才””特特别别报报道道
今年44岁的叶永强于1993年毕

业于兰州大学医学院，在甘肃白银
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工作6年，后
于1999年考入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
院肝胆外科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2005年获得博士学位，2005年毕业后
分配到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器
官移植中心工作，之后放弃了大城
市、大医院的工作环境来到单县中
心医院，2013年来到菏泽市立医院
担任肝胆外科主任。

据叶永强介绍，在单县中心医
院工作时，他开展新工作10余项，填
补菏泽市重大技术空白7项，并建立
了合理的人才梯队。“2013年，东部和
南方发达地区多家医院知道我的情
况后，向我伸出了橄榄枝。”

“当时我已去安徽省省立科室
进行过一次述职，菏泽市立医院赵
利华院长得知我要去安徽时，极力
挽留，市政府领导、市卫生局领导
也出面挽留我。”叶永强说，“从小
处说我就是一名医生，市政府领导
找我谈话后让我很感动，也看到了
菏泽对医学人才的渴望。”

菏泽爱惜人才

让他义无反顾地留下来

叶永强可以熟练完成以尾状
叶切除为代表的肝脏大多数部位
肿瘤的切除手术，熟练实施包括血
管切除在内的复杂胰十指肠切除
手术、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术等肝胆
外科高难度手术以及其它腹部外
科疑难复杂手术，“前段时间有个
患者患有胆囊结石、胆总管结石及
左肝外叶结石，当时肝脏萎缩，我
们实施了三个手术，即腹腔镜下胆
囊切除术、胆总管切开取石术，左
肝外叶切除术，一个患者同时实施
三个手术，这在菏泽还是第一次。”

在肝胆外科办公室，悬挂着不
少锦旗，这些锦旗不仅代表着患者
家属对医生的感激，更是尊重。

叶永强深知老百姓看病不容
易，尤其是一些从农村而来的患
者，无论患者穷富，在他眼中都是
患者，他都一视同仁，尽心尽力，

“不让患者多花一分钱是他的原
则，让患者花最少的钱看好病是他
最大的追求，既然选择了留在菏
泽，就要为保卫这里人民的健康，
践行着一名白衣战士的职责。”

让患者

花最少的钱看好病

2013年7月，叶永强正式担任
市立医院肝胆外科主任。他到肝胆
外科2个多月，就做了医院第一例
微创保胆取石术，而他所开展的微
创专业达到省级先进水平。

叶永强到市立医院肝胆外科
后，不仅带来了高水平的业务技
术，也把他先进的理念带到医院，
在他的带领下，医院科室先后完成
腹腔镜手术，腹腔镜下直肠癌根治
手术等，而这些手术技术跟随国内
的先进水平。而在他的倡导和带动
下，医院各个专业的微创技术得到
不同程度的提高。

“现在我也制定了学科的发展目
标，在我的导师董家鸿教授的大力支
持下把菏泽市肝胆外科建设成为全
市肝胆外科疑难重症会诊中心，让肝
胆外科疑难重症病人在菏泽得到高
质量的救治；建设山东省重点专科和
区域医疗中心，把我们的肝胆外科建
设成为省内著名的专科；同时，建设
一只技术精湛、努力进取、医德高尚
的专业技术队伍，为可持续发展提供
人才保障。”叶永强说。

致力将市立医院肝胆外科

建设成省著名专科

叶永强与科室其他医务人员进行交流。

伴随着阵阵锣鼓，参赛群众跳出了精气神。 本报记者 景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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