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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出资300万修通村民出山路
泰安徂徕山农民张同利从百万富翁变成百万“负翁”
文/片 本报记者 乔显佳

一个身家百万的富人一朝成了负债百万的穷光蛋，十里八

村的乡亲却都念着他的好。为啥？这几年，泰安市岱岳区徂徕镇

徂徕村的张同利，累计筹资近300万元，为当地22个自然村修通

了一条6公里长的出山路。

日前，踏着厚厚的积雪，爬过6公里的山路，记者深入徂徕

山，探访这位好人。

张同利（左）与村支书聂圣起盘算如何搞好乡村旅游。他们脚下的
水泥路就是张同利出资修的。

修路前，村民出山全靠肩挑背扛

进入泰安岱岳区徂徕镇徂徕
村的必经之路是一条长6公里、宽5
米的水泥石子路。徂徕村村民张同
存说，这条路这两年才有，是同村
的张同利修的。

说起之前的山路，村民们有道
不完的苦楚。张同利修路之前，这
里有一条一两米宽的羊肠土路，上
山下山的货物，全靠人肩挑手抬。

一旦遇到雨雪天气，徂徕村下的22
个自然村，近两千口人就基本与外
界断了联系。

因为山路崎岖，徂徕村的孩
子到山下的徂徕山希望小学念
书，每天要走1个小时；遇到村民
发病，家人就得找一把椅子，将
病人绑在上面，一前一后俩人抬
着出山，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山

下的卫生所；为了将徂徕山中所
产的土特产运到山下卖钱，村里
的青壮年得不停地往山下挑，遇
到讲价的，人家说几句“卖就卖，
不卖就挑回去”，徂徕村的村民
就没脾气了。

直到2009年，徂徕村村民张同
利出资修了水泥路，这种情况才彻
底改变。

路开通，百万富翁买不起鞭炮庆祝

多年来，张同利承包小砖厂，
积攒下100多万元，成为当地首屈
一指的富户。

为了发展生态旅游，他在徂徕
村的山顶上建了个小景区。可不通
水泥路，景区咋发展？2009年，张同利
不顾家人反对，将100多万元存款全
部拿出来，在原有的羊肠土路上开始
修水泥路。3个月后，路基硬化基本
完成，100多万元就花光了。为了将

路修好，张同利想到向银行借贷。
村支书聂圣起和村主任刘庆玉一
起，为张同利提供了贷款担保。他们
3户押上了自家的住房、樱桃园，贷
下150万元。用这些钱，张同利每天
雇用100多人修路，从早干到晚。

直到2011年春，全长6公里、方
便22个自然村的山路终于建成。将
近300万的花费都由张同利出资，
没用当地村民一分钱，村里也未组

织一个义务工。
道路开通之日，没有安排庆典，

没有燃放鞭炮，没有邀请领导，没有
媒体报道，“啥动静没有就开通了”。对
此，憨厚的张同利说，“不是不想搞，是
当时实在连鞭炮钱也拿不出了。”

修路之前，张同利家庭存款
100多万元，修路之后，全家里外找
不出2000元现金，还背上了150万
元的银行贷款。

山里土特产终于能卖个好价了

在徂徕村干了36年村干部的
村支书聂圣起说，虽说张同利修路
的出发点是发展景区旅游，但现实
的效果是，22个自然村的村民成为
最大的受益者。

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是，修路
之后的徂徕村土特产，终于能卖个
好价了。徂徕村的西红柿不打农
药，不上化肥，完全自然成熟，口感
很好，可此前山路难走，运出去后

讲不上价，一斤只卖两毛钱。修路
后，一斤西红柿卖到两块多，翻了
10倍。山里产的一种谷子，修路前
每斤1元钱，还卖不大动，现在受到
很多城里人的青睐，有人专门开车
进山收购，很多本地人想买都买不
着。

修路同时带来村民思想的明
显变化。“路好了，外面的人能进来
了，咱就得想想致富的门道。”村民

张同存说。
作为知名的抗日老区，又有

国家级森林公园和蒙元摩崖石
刻，张同利一直寄希望于发展红
色旅游、乡村生态旅游。为此，这
几年，张同利不断将砖厂的利润
拿出来，支持村里搞基础建设。他
正筹划着，赶紧从砖厂向更有希
望的旅游业转型，擦亮徂徕山红
色旅游的招牌。

微山岛乡医张波获评央视“特别关注乡村医生”

领奖途中接病人电话
二话不说回岛出诊
本报记者 岳茵茵 通讯员 陈雷 时晨

名医张波
2日下午3点，张波乘船去县

城，打算第二天一早坐火车去北京
参加央视的颁奖仪式，被记者拦在
了码头。刚见面，张波的手机响了，

“张大夫吗？我是墓前村的老高，脖
子又疼得厉害了，你能不能来一
趟？”“能！我先回诊所拿药，一会就
到！”

张波搭乘记者的采访车，坐渡
船重回微山岛，领奖一事被抛在脑
后。“4号才领奖，不着急。”

打电话的老高70岁，是一个骨
癌晚期的病人。四年前，他摔伤了
颈椎，诊断出骨癌，大夫说只能活
三个月。老高自己不知道得了癌
症，看不懂病历，认为只是骨折疼
得厉害，让张波给打针。每次打完
针后他感觉病情减轻，直到现在已
经四年了，他还健在，只是每个月
让张波给打两针。“只给他打一些
止痛和增强免疫力的药，其实对于
病灶治疗效果微乎其微，我也很纳
闷他怎么能坚持这么久。”张波说。

后来，张波向市里、省里的专
家请教，专家说张波就是老高的良
药，因为病人信任他，认为只有他
才能看好他的病，这种精神依赖非
常关键。

“张波医术高，他一来俺爸的
病不吃药就能好一半。”老高的女
儿说。

“傻子”张波
吕蒙村的李大姐，几天前摔伤

了肋骨，张波每天都去给她打针，
送膏药。

李家人见张波进门，紧走几步
急着跟他握手，“你昨天晚上发高
烧也打吊瓶了，今天这么冷咋又跑
来了？俺这儿一天不打针没事，你
要是病倒了，咱岛上的人咋办啊？”
天气寒冷，一连几天都有孩子半夜
发烧，张波顾不上睡觉，一家一家
出诊，把自己冻病了。

“上哪儿找这样的‘傻子’啊，
看病不要钱，啥时候有啥时候给，
没钱就不用给，需要转院他还给人
家钱。”李大姐说。

张波包里一直放着3000元
钱，遇到急诊病号需要转院时，
他总会慷慨地拿出来给病人。即
使前不久张波的母亲手术，他也
没动这3000元。“这是给病人准
备的。一旦遇到急诊病号，这钱
能救命。”

“婆婆做手术，他们兄弟仨一
人出五千。俺家这钱是借的，他也
不动包里的钱。”张波的妻子王翠
萍说。当初张波回到岛上开诊所，
她给他帮忙，被张波淳朴的性格打
动，嫁给了他。至今，张波送给妻子
最贵重的礼物，是结婚十周年时送
的一个千把元的戒指，王翠萍一直
不舍得戴。

岛民张波
17年前，张波从济宁医学院毕

业后，在济宁市一家医院做大夫，
每月工资两三百元。一家几口人全
靠这些钱过日子。有一次父亲拉肚
子，在村卫生室打了两瓶点滴，因
为交不上81块钱的药钱，逼得母亲
四处哭着借。“两瓶点滴为啥这么
贵？大夫说黄金有价，药无价。我说
啥也得回来。”1996年，张波放弃济
宁的工作，回到微山岛开诊所。

借了两间平房做卫生室，他承
诺“先看病后付钱”，引起岛上十几
个卫生室的反对，联名上告卫生
局，说张波证件不足不能营业。“乡
亲们为我联名担保，一张白纸上，按
的全是红手印。没有他们，哪有我的
卫生室，所以我哪儿都不去，岛上的
人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张波说。

两年前，张波贷款60万元，自建
了一座三层的诊所，每天门庭若市。
他和妻子是卫生室的大夫，又聘用
了三个护士，每天从早忙到晚。

微山岛渡口负责人殷朝峰被
张波的精神打动，承诺只要他开
口，即使半夜自搭油钱，也愿意开
船送病人出岛。

根据微山县的规划，不久后，
微山岛将开发成景区，岛上居民将
全部外迁。“到时候，我一定会参与
社区卫生室建设，继续为老百姓服
务。”张波说。

1日晚，央视评选他为“特别关注乡村医生”时，他正奔波在

出诊的路上。2日下午，气温-11℃，他高烧38度，放下听诊器乘船

离开微山岛，准备出发去北京领奖时，他还没看到节目的视频。

“得了病找张波，有车有船还给钱。”17年来，乡医张波坚

守微山岛，为上万村民和渔民看病，成了微山岛上的名医。

张波为一名老年患者量血压。 本报记者 岳茵茵 摄

出诊时，张波教病人家属如何做好护理。 本报记者 岳茵茵 摄

张同利与张波，一个扎根深山，一个坚守孤岛；

一个筹资修路带富一方，一个行医17年服务乡邻。

他们有着不同的故事，却有着相同的品质。感谢他

们，在这个寒冬温暖我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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