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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医德德医医风风高高尚尚 换换来来人人民民满满意意
——— 郓城县郭屯镇中心卫生院先进事迹纪实

文/片 本报通讯员 边兆坤

郓城县郭屯镇中心卫生
院是省卫生厅授予的山东省

“群众满意的医疗卫生机
构”，是菏泽市唯一获此殊荣
的乡镇卫生院，是郓城县唯
一一个被菏泽市人大常委会
授予的“人民满意乡镇卫生
院”并在评比中荣获全市第
一名。该卫生院占地面积
6193平方米，设有20多个临
床科室、病床99张。共有干部
职工124人，其中专业技术人
员106人，工勤管理人员18
人，高级职称1人，中级职称
17人，初级职称88人，本科学
历4人，专科学历25人。

好医德医风主动求监督

近几年来，该卫生院以“创
先争优”活动为契机，坚持“以德
治院”的方针，每年一个发展主
题，争创服务品牌，把一个当年濒
临倒闭的乡镇卫生院变成了郓城
县乃至菏泽市的行业排头兵。

在医疗服务中，推行人性化
管理、温馨式服务，实行了六免
费：病房安装免费电话，免费看
车，免费供应热水，免费接送住
院病人、免费充电，免费复印证
件。在技术提升和人才培养过程
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
式培养人才，引进人才。与菏泽
市立医院建立全面帮扶关系。

狠抓医德医风建设，全体医

务人员挂牌服务，把“医德是魂，
医术是本”作为每一个医务人员
的座右铭。同时，对所有医疗服
务收费价格进行公示，自觉接受
社会监督。该卫生院还要求，无
论任何原因，医务人员都不得和
病人及家属发生争执，满足病人
提出的一切合理要求，通过设立
意见箱和举报电话，吸纳实施病
人提出的合理建议，群众满意度
大大提高。

只有把医疗管理和有关政
策法规的贯彻落实置于人民的
监督之下，才能取信于民，才能
使患者就医感到放心。为此，该
卫生院从加强社会监督入手，公
开招聘了12名社会监督员，并通
过公开栏向社会公开。

社会监督员对卫生院的服
务质量、收费价格、卫生环境、新
农合报销及各项医改工作落实
情况等进行全面的监督。通过这
一措施，搭建了群众与卫生院沟
通的桥梁，推动了医疗事业的发
展。使群众真正得到了实惠，有
效地解决了群众反映的实际问
题。

好院长带出一家好医院

正因为不断强化医德医风
建设，该卫生院连续五年被评为
菏泽市卫生工作先进集体，2012
年被中共菏泽市委评为“创先争
优先进基层党组织”，2011年被
菏泽市卫生局评为菏泽市卫生
系统“三好一满意服务品牌”，
是全县唯一获此殊荣的卫生院。

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

郭屯镇中心卫生院取得的成绩，
离不开院长魏登芹的领导和付
出。也正因如此，魏登芹获评郓
城县首届“时代先锋”，先后被评
为“全省卫生系统先进个人”、

“全省医药系统优秀党务工作
者”、“全市爱国卫生先进个人”、

“全市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
“全市卫生系统行业作风先进个
人”等光荣称号。2010年被评为

“全国优秀卫生院院长”，曾荣立
省“三等功”。2011年，时任菏泽

市委书记赵润田亲自批示魏登
芹为菏泽市“争先创优”活动重
大宣传典型。

郭屯镇中心卫生院的飞速
发展受到了上级领导及社会各
界的关注。省卫生厅及市、县主
要领导多次到该院指导工作，对
该院规范的管理、良好的服务、
精湛的医疗技术给予了充分肯
定。2011年5月，山东省副省长王
随莲在省政府副秘书长马越男、
省卫生厅厅长刘奇等人的陪同

下，到该卫生院调研深化农村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并听取了
工作汇报。王随莲对郭屯镇中心
卫生院认真落实农村医改各项
工作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院长魏登芹表示，各级领导
的关怀既是对医院的鼓励，更是
对医院的鞭策，必将成为医院做
好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他们将
借医改的东风，继续努力，真正
做到让政府放心，让百姓满意！

王随莲副省长与魏登芹院长亲切握手交谈。(资料图)

郓城县把侯咽集镇八里湾村打造成“一村一品”专业村

蔬蔬菜菜大大棚棚成成农农民民致致富富““聚聚宝宝盆盆””

从四处吆喝到过磅走人

以前，八里湾人种菜全家齐
上阵，费时费力，挣钱有限，为
啥？浇菜只能用压水井，卖菜只
能骑着自行车四处吆喝。一到阴
雨天，道路泥泞，时常发生菜烂
在地里拉不出来的情况。遇到孬
行情，成堆成堆的菜扔在沟里没
人要。

如何种菜更省力挣钱？菜农
们没少聚在一起研究。2007年，
八里湾菜农成立了郓城县富民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始抱起
团来闯市场。8年过去了，菜农们
尝到了“抱团”的甜头。钱广田给
记者算了一笔帐：合作社统一购

买化肥、农药、塑料薄膜；合作社
免费向社员提供田间技术；合作
社盖起了办公室，建起了菜市
场，菜农每天只需把自家的菜拉
到这里，过完磅就走，由合作社
和外地菜贩结账，然后按斤数给
菜农发钱。各个环节算下来，全
村每天就节约四五千元。

不仅如此，合作社还购买了
两台电脑，专门在网上发布蔬菜
信息，在网上谈好价格之后，济
宁、商丘、台前等地的客商纷纷
上门求购，八里湾蔬菜成为远近
有名的蔬菜市场基地。

一村一品，“钱”景无限

八里湾蔬菜名声在外，当地
政府功不可没。郓城县把八里湾
村作为“一村一品”专业村进行
重点培养，县农业局经常派技术
员去指导，还经常组织菜农到外
地学习培训。侯咽集镇因势利
导，为蔬菜市场规划了线路，重
新扯了电，铺上了砂石路。

2010年，八里湾村注册了

“八里湾”蔬菜商标，将优质荀
瓜、西红柿、黄瓜等蔬菜包装后
卖到郓城县各超市，凭借天然绿
色无公害，“八里湾”蔬菜一炮打
响。

八里湾村现有蔬菜大棚800
多个，日光温室大棚16座，合作
社已发展社员300余户，建设蔬
菜生产基地1500亩，成为郓城县

54个“一村一品”重点示范村之
一。富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也
被评为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
社、全市十大明星合作社。

“下一步，我们准备盖包装
车间，买一个高档大型电子磅，
建一部分高档温室，改进冬暖式
大棚，向日光温室大棚发展。”合
作社社长于加斌说。

▲菜农钱
广田在进行蔬
菜管理。

文/片 本报通讯员 李英 赵性宝 记者 崔如坤

“俺村有458户，种菜的有270户，菜农人均收入36000元，
是远近有名的蔬菜专业村。”郓城县侯咽集镇八里湾村支书
于加振高兴地说。据悉，郓城县把八里湾村作为“一村一品”
专业村进行重点培养，县农业局经常派技术员去指导，组织
菜农到外地学习培训。目前，该村建有蔬菜大棚800多个，日
光温室大棚16座，合作社已发展社员300余户，建设蔬菜生产
基地1500亩，成为郓城县54个“一村一品”重点示范村之一。

从小棚到大棚，棚棚丰收
走进菜农钱广田的黄瓜大

棚，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藤架
上的黄瓜正水灵灵地生长着。今
年70岁的钱广田是八里湾村首
个种菜户，他见证了八里湾30年
的种菜史：“刚开始用的是小窝
棚，棚低，干活得弯着腰，又苦又
累，菜农挣得全是汗水钱；1988
年，春暖大棚开始普及，从一个
发展到现在的800多个；去年，村
里又兴起了日光温室大棚。”

村民谭月东头脑活泛，他经
过多番考察，在村里率先建起了
日光温室大棚。这种大棚好控
温，产量高，菜质好，效益比普通
大棚翻一番还要多，一下子成为
村民眼中的香饽饽。行情好的话

当年就可以回收成本。
“我们的大棚一年四季闲不

着，最多的种四茬，平均一个棚
年收入3万多块钱，赶上好行情，
一茬菜就能挣一万多。”村民谭
月建笑着说，他的8个蔬菜大棚
每年都能带来十几万的收入。他
和妻子平时做些田间管理的活，
非常轻松。平时雇了4个“长工”，
忙时再临时雇人。

在八里湾村，像谭月建这样
的菜农不少，他们一般建有三四
个蔬菜大棚，常年雇工干活，每
月工资1200元。据了解，在八里
湾村常年务工者有七八十人，临
时工每天也接近百人，极大地带
动了附近农民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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