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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军区司令部医
院著名股骨头坏死病专
家王瑛教授，毕业于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多次出国

进修学习。工作中积累了

丰富的临床经验，重点研

究股骨头坏死发病原因和

新的治疗方法，取古医精

华，结合现代高科技，解决

这一世界难题。她与科研

组专家成员翻阅历代医学

书籍、世界医学相关资料，

从股骨头坏死发病机理入

手，在数百种天然动植物

药中提炼高效成分，以世

界稀有珍贵“刺山麝”为君

药，经科学配方精制而成

“中华活骨宁”等新药，药

效直达病灶，加快骨组织

再生，作用准确，疗程短，

见效快，合理用药，药效针

对股骨头坏死的部位促使

骨组织和毛细血管迅速生

长，短期恢复健康。经北京

等权威医院上万例中外患

者临床验证，对各期久治

不愈的股骨头坏死有特

效，填补医学史上股骨头

坏死无法治疗的空白，是

患者治疗的难逢机会。

电话：0531-82025296
(地址同下)

地址：济司机关医院(济南

市委南门对面)东一楼股骨

头坏死科、脊柱炎科、类风

湿科；济南大纬二路南首

建国小经三路，乘 4、35 路

公交车到经七纬二路站下

车往南 150 米右(西)拐即

是。

济南军区司令部医
院著名脊柱炎、类风湿
病专家张秀骊教授毕业
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多

次出国讲学，工作中积累

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长期

重点研究脊柱炎、类风湿

发病原因和新的治疗方

法，取古医精华，结合现代

高科技，解决了这一世界

难题。她与科研组专家成

员翻阅历代医学书籍、世

界医学相关资料，从脊柱
炎、类风湿发病机理入手，
应用人类白细胞抗原、抗
体为依据，在数百种天然
动植物药中提炼高效成
分，经科学配方精制而成
“脊柱炎康宁丸”、“活血镇
痛丸”等多种新药，填补了
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无
药治疗的空白。经合理用
药，药效直达病灶，加快骨
关节修复，使畸形、功能障
碍的各部位关节短期恢复
正常。经北京等权威医院
上万例中外患者临床验
证，该药见效快、作用准
确、疗程短，尤其适合病程
长，反复发作、体弱的患
者，是目前最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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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不起眼的“红本”，如今出国、贷款都得用

不少老夫老妻急着补结婚证
本报 8 月 19 日讯(记者 韩

杰杰)结婚证的用途日益被“开
发”出来，房产过户、出国旅
游都离不开它，导致不少丢失
结婚证明的老夫妻急补“红
本”。 18 日，记者从潍城、奎
文两区婚姻登记处了解到，去
年两区共补办结婚证 1000 余
套，呈攀升趋势。

市民赵女士今年申办出国
签证时，被通知需要提供结婚

证复印件，然而结婚已 20 多年
的赵女士，其结婚证早已没了
踪影，而且登记处并没有她的
婚姻档案，需要她提交能够证
明其婚姻状况的证明，补证程
序比较繁琐。

记者了解到，过去由于个
人经济社会活动较少，结婚证
几乎没有可用之地，新人领证
之后经常是随手一放。而现
在，除孩子落户、领取独生子

女费外，贷款买房、出国旅
游、移民留学、房产过户、继
承遗产等都需要结婚证，作用
不可替代。

潍城区婚姻登记处去年共
补办结婚证 498 套，今年以来共
办理 391 套，奎文区去年补办
500 多套，今年以来已经达到了
600 余套，已经超过了去年的总
数。登记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一般来补证的夫妻，年龄

集中在四五十岁以上，而且用

的都比较急。

链接 >>

补办手续先查档案
潍城区婚姻登记处工作人

员介绍，补办时，夫妻双方需

要携带户口本、身份证，对婚

姻底档进行查询，按实际情况

分为两类，一是有婚姻档案可

查的，一是婚姻档案无处可查

的。如果底档在婚姻登记部

门，则可以直接进行补办。婚

姻登记档案遗失的，当事人应

提交能够证明其婚姻状况的证

明。户口簿上夫妻关系的记

载、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出具

写明申请人婚姻状况的证明可

以作为申请人婚姻状况证明使

用。

本报 8 月 19 日讯(记者 张浩 李涛)19
日，记者走访潍坊水果蔬菜批发市场了解到，本
地西瓜已难觅踪影，外地西瓜唱起了主角，价格
也上涨至 0 . 8 元以上。
“8 毛钱一斤。”19 日上午，记者先后走访

了南下河水果蔬菜批发市场和西园街的多处西
瓜销售摊点以及市区部分超市，发现市场上的
西瓜基本上都在每斤 0 . 8 元左右，五六毛钱每
斤的西瓜已难觅踪影。“现在市场上卖的差不多
都是东北那边运过来的。”西园街的一位水果商
贩告诉记者，本地西瓜现在即便有也是最后一
茬，口感差，不好卖。

随着价格的上涨，西瓜的销量减少了近一
半。在西园街经营水果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她每
天从水果批发市场上批发 1200 斤，天热的时候
一天就能卖光，现在一天也就只能卖 600 来斤。
南下河市场上一位商贩说，他批发的西瓜大部
分都供给饭店了，零售量越来越少。

据业内人士分析，从现在到中秋节期间，西瓜
价格仍将以持续走高为主。

外地西瓜“唱主角”

身价涨至每斤 8 毛多

1 9 日，在新中

百大厦超市内，不少

学生在学习用品促销

专区前忙着挑选。据

了解，离中小学开学

还有 10 多天时间，

市区不少超市、商场

都推出了与开学相关

的主题活动，抢占开

学商机。

本报记者 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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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争抢

开学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