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张刚刚大大篷篷车车””义义诊诊活活动动 来来商商河河了了
庆《今日商河》创刊一周年，公益活动杠杠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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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8日讯 23日上午，为庆
祝齐鲁晚报《今日商河》创刊一周年，齐
鲁晚报《今日商河》联合商河县新闻中心
在商河县人民公园举行大型公益活动。
活动当天，齐鲁晚报“张刚大篷车”邀请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知名专家进行免费
义诊，商河县食品药品监督局、商河县自
来水公司等7个部门，就市民关心的问题
进行了现场解答。除此之外，“义卖”黄河
大米等活动也同时开展，吸引了1000多
名市民的参与。

市民王女士说：“我听邻居说今天
‘张刚大篷车’带着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
专家来义诊，我早晨7点半就带着父亲
从韩庙过来了，一会找神经外科的专家
给我父亲看看。”为了能更清楚的表述父
亲的病情，王女士将父亲的病例、X光片
等都带了过来。

9点左右义诊开始，不到十分钟的时
间，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小儿外科、普外科
等13名专家义诊桌前就聚集了大量的市
民，在血糖、血压测量处甚至排起了长
队。负责测量血压的医生称市民整体血
压正常，老年人血压高者居多，建议老年
人在日常生活中减少盐量的摄入。

这边专家义诊进行得火热，那边商
河供水、供热等各个部门也没闲着。随着
集中供暖即将到来，商河县集中供热服
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成了“香饽饽”，市民
们咨询着供暖时间、供暖初期注意事项、
供暖温度等问题。商河县集中供热服务
中心的工作人员嘱咐市民说：“集中试压
马上就要开始，到时候家里别忘了留
人。”

为了帮助济阳县曲堤镇残疾人张传
宝夫妇，活动当天特地举办“义卖黄河大
米”活动。商河市民在了解了张传宝身患
强直性脊椎炎、股骨头坏死等疾病后，市
民纷纷认购黄河大米，仅仅两个小时的
时间，就卖出了4000斤黄河大米。

2014年10月30日，齐鲁晚报《今日商
河》成功创刊，这是齐鲁晚报在济南地区
成功设立的第个五区县版。《今日商河》
每周四出版，截至今天已出版近50期。齐
鲁晚报《今日济阳》自创刊以来，一直秉
承“全心全意为商河人民服务”的宗旨，
扎根商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本报10月28日讯 2014年10月30日，齐

鲁晚报《今日商河》正式创刊，从此每周四的
早晨，《今日商河》与商河市民准时相约。如
今，《今日商河》一岁了！

《今日商河》是齐鲁晚报在商河设立的区
县版，出版时间为每周四，共分为8个版，一
直以“全心全意为商河人民”服务为宗旨，
扎根商河，深入报道商河的人和事。其中

“有事您说”、“十件实事回头看”、“最美乡
村”、“寒冬·体验”等栏目受到了市民的广
泛好评。

最受市民王女士喜欢的是“寒冬·体验”
栏目，无论是早起卖蘑菇的扈守亮，还是靠着
鞋摊供出三个大学生的于希良，都让王女士
感动。王女士说：“‘寒冬·体验’栏目让我身边
的人成了新闻主角，让我感觉到新闻就在身
边。通过记者的体验，让我看到了他们生活的
不易和对工作的坚守。”

《今日商河》创刊后不久就开设了“有事
您说”热线，“84888468”成了越来越多市民
的“求助热线”。有的市民打电话来反映自家
门口的电线杆存在安全隐患，有的市民反映
回家的路被摊贩占领了。“白血病男孩”信英

超，“天使妈妈”王兴芳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商
河人的关注。仅仅一年的时间，“有事您说”就
接到了上千个电话。马先生曾在本报记者的
帮助下，纠正了错误的身份证信息。马先生
说：“《今日商河》搭建起了部门和市民沟通的
平台，让我少走了不少弯路。”

近一年的时间里，商河发生了不少大事，
高速路通车、火车站运行、新汽车站投入使
用、首届青年创业大赛……在《今日商河》的
各大版面中都可以看到商河“大事”的身影。
在本报创刊一周年之际，远在新疆的商河籍
市民李先生特意给本报发了一封邮件。在信
中，他提到，每周四的《今日商河》让他了解到
了家乡的变化，《今日商河》成了他获得家乡
信息的重要源泉。

齐鲁晚报《今日商河》创刊一年来，得
到了商河县各部门及各街镇宣传人员的大
力支持，根据通讯员的投稿数量和质量，

《今日商河》编辑部评选出了10名通讯员。
通讯员王玲说：“在今后的日子里，希望《今
日商河》能够更多地关注民生问题，更多地
展示商河之美，与商河人民携手共建富美
商河。”

25号上午七点半左右，山东大学第
二医院的知名专家们还没有到达，已经有
不少市民在人民公园进行等候。早上的天
气很凉，尤其最近商河的天气以阴天为
主，气温较平时更是低了许多，等候的市
民都穿起了棉衣，甚至有市民已经开始穿
起了羽绒服。虽然气温低，但这并没有影
响到市民参与活动的热情。

“我家住殷巷镇，前几天看《今日商
河》的报纸，上面写着今天人民公园有义
诊活动，当时没怎么在意。”刘女士说，事
后中午吃饭时，将此事告知了父母，没有
得到任何回应，“结果昨晚我爸妈就收拾
东西，非要我今天早上带他们来参加活
动。”

据刘女士说，其父母在家务农，年轻

的时候因为生计所迫并没有把读书、读报
当成一种乐趣，但自打阅读了一次《齐鲁
晚报》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七八年来每
天把读《齐鲁晚报》当成必做功课，家里更
是每年都订阅报纸。

25号早上五点半，刘女士一家就起床
了。七点左右，刘女士开车从殷巷镇出发，
行驶二十公里，在七点半左到达人民公
园。“这个活动早上九点才开始，再加上早
上太冷了，我跟父母说，可以稍微晚点过
去。”刘女士说，但父亲说作为晚报的忠实
粉丝，不管天气如何都得赶赴现场进行支
持，“父母今年七十多岁了，在现场一等就
是一个多小时。”

活动开始后，山大二院的专家对刘女
士父母其进行了血压、血糖常规的检查。

在现场，一位大爷询问工作人员直
销的是否为正宗黄河大米，并详细地向
工作人员讲解了曲堤大米和稍门大米的
区别。这位大爷一看就是“行家”，原来他
之前就在济阳工作过，对济阳黄河大米
很是了解。大爷也是热心肠，在得知本报
义卖黄河大米的活动后，果断购买了50
斤大米。

不少市民都是之前未预订，来到现
场直接购买，其中一位市民一下子就购
买了100斤。“前段时间家住济阳的朋友
给我家送了一袋黄河大米，我当时吃起
来感觉特别香。之后就想去超市里面再

买一些，但是找了好几个超市以及粮油
店，都没有发现有卖黄河大米的。但是要
跑到济阳去买，还真是没那么多时间。这
下好了，黄河大米直接送到了家门口，可
得多买点。”家住帝景城小区的市民王女
士笑着说。

当直销活动接近尾声时，市民刘女
士骑着电动车来到了桌子前，询问是否
还有黄河大米。“我一个小时前在这买了
两袋10斤的大米回家了，亲戚朋友一人
送了一袋，自己还是没吃的，这不再过来
买一袋。”在得知只有 30斤一袋的大米
后，刘女士果断买了一袋。

在市民排队购买大米的过程中，队伍
中一位市民突然问了一句：“你说你们是

《齐鲁晚报》的就是晚报的啊？不会是打着
晚报的幌子卖大米吧？我们不会被骗了
吧？”这位市民的质疑立即引起了周围人
的注意，大家纷纷开始热议。

就在这时，人群中一位市民主动站了
出来。“我能证明他们就是齐鲁晚报·今日
商河的。我认识坐在桌子旁的这位小姑

娘，她上次曾到我们小区采访破损井盖的
事来，就是在她与相关部门的协调下，我
们小区的破损井盖才得以修复。”这位市
民指着工作人员说道。

这时，其他市民也向质疑本报身份的
市民问道：“现场来了这么多部门，如果他
们不是齐鲁晚报·今日商河的，怎么可能
把这么多部门都请来？”人群中纷纷传来
了赞同的声音。

10月25日，天灰蒙蒙的，特别阴冷，
气温在14℃左右，但这丝毫没有阻挡市
民前来购买大米的热情。

早上7：30，虽然黄河大米还未运到
现场，离直销活动开始也还有一个半小
时的时间，不少市民却早早地来到了活动
现场。记者发现，不少市民是骑着电动三
轮车过来的，由于清晨气温较低，不少人
穿着羽绒服。“你们的活动具有特殊意义，
是帮助残疾人夫妇的‘义卖活动’，我们在
买大米的时候也奉献了爱心。而且活动是

你们齐鲁晚报·今日商河推出的，有信誉
作担保，应该不会掺假。”一大早就从郑路
镇赶过来的市民王先生笑着说。

搬来三张桌子，一条长凳子，义卖活
动“现场”就建成了。这时，市民也在桌子
前自觉排起了队伍，按秩序购买黄河大
米。在满车的大米运到现场后，有市民还
主动帮助工作人员从车上往下卸大米。

“我们都是冲着《今日商河》来的，报
社组织的大米义卖，质量肯定错不了，无
论如何得多买点。”一市民表示。

在《齐鲁晚报·今日商河》联合商河
县新闻中心举办的公益活动中，市民参
与热情度较高的是本报“张刚大篷车”的
义诊活动。此次义诊活动，“张刚大篷车”
邀请了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10位知
名专家。在诊治过程中，义诊专家们处处
透露出对市民的关心与爱护。

据了解，由于当天参加的部门较多，
本报工作人员准备的椅子有限，很多市
民一般情况下都是站立进行病情咨询。

普外科知名医师丁印鲁在接受市民咨询
病情时，也同样站立为市民进行讲解，一
直到工作人员为其与市民搬来板凳为
止。

“在诊治过程中，有一位年级稍大的
老人正在人群中排队等候医生的诊治。”
张先生说，丁医生发现之后，将老人扶过
去让其坐在自己的凳子上，优先为老人
进行医治，“丁医生说话通俗易懂，性格
温和，我们都很喜欢丁医生。”

“你们什么时候供暖”“去年供暖咋
不热”“你们最热多少度”……在商河县
供热管理服务中心的咨询桌前，围了七
八个市民。整个活动现场，除了义卖大
米外，最热闹的也就是这里了。有市民
开玩笑说：“你们可成了‘香饽饽’。”

商河县供热管理服务中心的工作
人员介绍，今天前来咨询的市民多达数
百人。张女士前来咨询供暖时间，还和
供暖的工作人员讲述了她家去年的遭
遇。

去年供暖一开始的时候，张女士家
的温度迟迟上不来，别人家都是20多
度的时候，她家也就十五六度。张女士
多次寻找物业无果，在看到本报开设

“供暖热线”后，张女士就给本报“供暖
热线”打电话。在本报记者的协调下，商
河县供热管理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前
去检修发现供暖阀门损坏，导致温度偏
低。

对于张女士家去年的情况，商河县
供热管理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说：“这
事还真不是我们不管，是物业没往上
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要是我们知道
了，我们早就去了。”

张女士说：“要是今年我们家还不
热，我就还给《今日商河》打电话。”张女
士一边和工作人员交流，一边还问记
者：“你们今年啥时候开供暖热线啊，赶
紧开，到时候有事好找你们。”

作为商河文广新系统的一员，《今日商
河》的创刊令我分外激动和振奋。《今日商河》
是第一份与群众如此贴近而又传播面广的报
纸，自然地就有一种亲近感。文化与媒体，历
来密不可分，《今日商河》创刊伊始，我就与记
者们相识，一起去采访非遗老艺人，他们朴实
敬业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

年来的成长，《今日商河》越办越好了，全面地
反映着商河的大事小情、人文地理。一年来的
相伴，作为通讯员，从政务公文到报刊文章，
也让我不断学习、不断提升。在今后的日子
里，希望《今日商河》能够更多地关注民生问
题，更多地展示商河之美，与商河人民携手共
建富美商河。

我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与齐鲁晚报《今日
商河》相识于创刊时，商河这几年城市建设步
伐很快，人居环境质量日益提高。作为一名摄

影人，通过今日商河这个平台，透过一张张拍
摄于商河的照片，表达了我对家乡的热爱之
情。祝愿《今日商河》越办越好！

《今日商河》一岁了

本本报报评评出出1100名名优优秀秀通通讯讯员员

晚报忠实读者20公里外赶来参加活动 “黄河大米真香，再来100斤”

读者成《今日商河》“代言人”
“报社义卖的大米，质量肯定错不了”

义诊医生将椅子让给排队老人

市民盼开设“供暖热线”

王玲：希望更多关注民生问题

郭永路：《今日商河》成了宣传家乡的平台

在公益活动现场的入口，商河县执法
局的工作人员正在提醒市民不要将车辆
摆放在路口，以免阻碍交通。当看到有老
人来购买大米的时候，他们还会搭把手，
二三十斤的大米对于他们来说，是“小菜
一碟”。

市民李女士看到这一幕后，忍不住和
同伴说：“别看他们都是一些小伙子，干起
来活来细致得很。”王女士不到7点半就来
到了人民公园，她刚来时正看到商河县执
法局的工作人员帮着公益活动的组织者们

搬桌子，一人一张桌子，没多久二三十张桌
子就搬到了活动场地。为了此次公益活动，
商河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六点半就集合，
不到七点就将现场的桌椅摆放完毕。

随后，王女士就看到了“糙汉子”的细
致一面，当看到桌子上沾有灰尘后，执法
局的工作人员打来水，开始抹桌子。王女
士说：“小伙子们干起活来一点都不含糊，
一张桌子至少擦了两遍，连桌子的缝隙里
都不放过，有人找来了树枝抠桌缝里的
土，没想到他们还挺细心。”

“糙汉子”干起细活

活动当天，王先生早早地就来到了
人民公园，他一直在确认商河县食药监
局的工作人员会不会来现场讲解。当得
到工作人员的确认后，王先生说：“食药
监的人来就好，我这就回去把我老婆子
给找来，让她好好听听。”

王先生和记者讲起了自己最近的
“烦心事”。王先生两口子退休已经五六
年了，自从退休后，王先生的妻子就一直
往家里购买各种保健品，还一个劲地让
王先生吃。王先生说：“我问为啥吃啊，我
妻子就说能治病，有啥病治啥病。”王先
生的妻子每年用于买保健品的花销就得
一两万，王先生多次反对无果。王先生
的妻子最近还迷上了保健品厂家的专
题讲座，每次回家都带回不少瓶瓶罐
罐。

王先生将妻子带来后，老两口直奔
食药监的咨询桌前。王先生当着妻子的
面开始向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咨询：

“保健品能代替药吗？真的就是像他们

说的那样有啥病治啥病吗？”
商河县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解释

道，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保健品就是
能预防、保健的功能，每一件保健品的
功能都是特定的，不可能包治“百病”。
工作人员笑着对王先生的妻子说：“大
娘，你想啊，咱药都不能包治百病，更何
况保健食品了，那都是销售人员在忽悠
您呢。”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还提醒王
先生夫妇，要想购买保健品必须去有资
质的单位购买，要认清“蓝帽子”标志，
不能轻信广告宣传。

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说：“新的《食
品安全法》实施后，所有的保健品都应
标注‘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等标语，市民
在购买时一定要慎重。”

工作人员还把一份区分保健品与
药品的单页给了王先生的妻子。王先
生的妻子接过后，说：“我拿回家好好
看看，以后可不能人家说啥我就信啥
了。”

食药监局提醒：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交通法规渐渐被城镇市民接受。本报记者 戴伟 摄

医疗咨询。本报记者 戴伟 摄

医疗咨询。本报记者 戴伟 摄

物美价廉的黄河大米受到市民热捧。本报记者 戴伟 摄

2015年度齐鲁晚报《今日商河》优秀通讯员名单

单位 姓名 单位 姓名

县委宣传部 张鸣 县供电公司 王志龙

县文广新局 王玲 县住建委 杨小光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刘志海 县教体局 刚强

县气象局 尚建设 市民代表 彭瑷

联荷电商 王娜 市民代表 郭永路

优秀通讯员有话说

现场花絮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李云云 刘慧 邢敏 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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