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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抢眼·巡城

本报聊城5月15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路印娟) 今后
村民赶大集不仅能采购生活用
品，还能见到大医院的专家，获得
免费查体，还有免费的药物领取。
15日，聊城市卫生系统“赶大集、送
健康”活动全面启动，义诊当天共
接待患者1500余人。按照要求，全
市二级以上医疗单位必须每个月
组织一次“赶大集、送健康”活动。

15日上午8时，在聊城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韩集乡大集上，
聊城市人民医院、聊城市第三人
民医院、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聊城市妇幼保健院、聊城市肿瘤
医院、聊城市中医院、聊城市光
明眼科医院、东昌府区妇幼保健
等10家医疗单位的义诊车、体检
车陆续赶到。来自这十家医疗单
位的专家共60多人，一下子吸引
了众多前来赶集的村民。

“要注意身体了，有高血压、冠

心病。”来赶集的村民韩尚河老人
今年88岁，一直不知道自己患有高
血压，经过大夫的诊断后，他才了
解了自己的病情。韩尚河老人说，
岁数大了没有时间去大医院看
病，没想到赶集的时候在家门口
就见到了这么多大医院的大夫。

记者了解到，“赶大集、送健
康”活动已经纳入聊城市卫生局
十大惠民实事之一，为更加方便
农村群众看病就医，聊城市卫生

局开展“赶大集，送健康”活动。
在活动中，市直二级以上医疗机
构每单位选派5-6名资深知名专
家和相关护理人员参加义诊、健
康宣教活动，并统一着工作装；
准备血压计等基本诊疗器械；摆
放医疗卫生机构宣传页等资料，
供群众取阅；准备部分常用药
品，免费发放给就诊群众。

义诊当天共接待患者1500
余人，赠送5000余元药品。聊城

市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德勇
在义诊现场表示，“赶大集、送健
康”活动将形成常态化，各县市
区根据所在辖区内乡镇大集的
时间，每月至少举办一次“赶大
集、送健康”的活动。其中，全市
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院、中医
院、专科医院2014年开展“赶大
集、送健康”活动不少于12次，让
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县市级
医疗单位的免费服务。

全市卫生系统“赶大集、送健康”活动全面启动

大大医医院院专专家家到到农农村村大大集集上上义义诊诊

本报聊城5月15日讯(记者 杨淑
君 ) 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的普及，
市民对免费WIFI的需求与日俱增，可
记者走访发现，在一些公共场所要想
用WIFI，要么是附近小区居民家的网
络，需要输入密码，要么是一些运营商
的网络，需要付费，用不上，反倒成了
对用户的骚扰。

15日，市民王女士正在与客户谈

生意，手机不停地发出搜索到WiFi信
号的提示音，她连忙将手机临时关闭。
她告诉记者，在公共场所，虽然会有各
种WIFI信号，但基本上只有两种，一
种是附近单位、家庭使用的私有无线
局域网，这需要输入密码，所以根本进
不去。另外一种是通讯运营商的网络，
需要付费。

记者用手机在城区人员密集的商
场、超市、车站等进行了搜索，结果和王
女士说的一样，除了一些银行、购物街、
几班公交车，几乎找不到免费的WIFI，
即使能使用的地方网速也非常慢。

“国外不少城市，公共场所都会有

很多免费WIFI”，爱好旅游的市民马
先生说，只需要简单注册一下就能使
用，这已经成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部
分，国内的一些大城市也实现了这一
点。而不少市民表示，现在的职能手
机、平板电脑等便携网络设备越来越
多，大家对无线网络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公共场所也应该考虑想公众免费
开放WIFI服务，这同时也能提升城市
形象。一些酒店、餐馆、咖啡厅、酒吧、
景区等场所，如果有免费的WIFI也能
吸引不少人气。甚至有市民说，可以植
入一些广告，这对广告商来说也是有
推广意义的，市民也能接受。

要么输密码，要么得付费

公公共共场场所所WWIIFFII不不能能用用反反成成““骚骚扰扰””

沙沙镇镇““蒜蒜王王争争霸霸赛赛””火火爆爆开开场场
1000多头蒜参赛，评出直径8 . 78厘米“蒜王”

除了参赛者，现场还有一些因为自家田里
蒜不够大而没资格参赛的蒜农。“我们家的地连
续种蒜30多年了，蒜头越来越小，长不出大蒜。”
来自东庞村的祝登银望着大赛的热闹一脸遗
憾，“重茬太多年，土地里大蒜需要的养分越来
越少了，用化肥、粪肥都不管用，如果种别的作
物，一两年也养不回好地。”

祝登银的烦心事儿也是当地很多蒜农面临
的问题，重茬太严重，蒜田越来越种不出好蒜
了。当地村民反映，正常土地每年每亩地正常的
话能收3000斤大蒜，但严重重茬的土地每年少收
七八百斤，而且蒜头也不大。

那么“蒜王”又是怎么种出来的呢？王玉祥
说，自己去年开始在外面承包了二十多亩地，这
个“蒜王”就是在承包地里种出的大蒜。

王玉祥所居住的蝗虫庙村是沙镇镇最早开始
种植大蒜的地方，“从记事起我们村子就都种蒜，我
今年60多了。”当地重茬也很严重，王玉祥说，自己村
里很多蒜农都到外面包地种田，离家十多里、二十多
里，开车一会儿就到了。 (本报记者 凌文秀)

连续种蒜多年，蒜头越长越小

延伸阅读本报聊城5月15日讯(记者 凌文
秀) 2014年，首届“蒜王争霸赛”在聊
城蒜乡东昌府区沙镇镇火爆开场，100
多位参赛选手的1000头蒜参加争霸
赛，通过测量直径、排除农药残留物等
环节评选出首届“蒜王”，并评选出冠
亚季军。

15日上午10点，聊城首届“蒜王争
霸赛”预赛开始了，蒜农们把从自家田
里精心挑选的“大蒜头”带到了比赛现
场。组委会工作人员拿着游标卡尺测
量蒜头的直径，“直径7 . 5厘米以上的
才能进入决赛。”

组委会工作人员介绍，因为沙镇
镇是远近闻名的大蒜之乡，每年大蒜
的种植面积约有2 . 5万亩。“我们设置
了参赛标准，要求是无公害栽培技术
生产、蒜头直径7厘米以上，大蒜皮色
红润洁白、形状整齐、蒜须干净，蒜头
达到出口标准。”

根据大蒜的奖项设置，将评选出
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
名、四等奖四名、五等奖10名、入围奖
20名。经过预赛的筛选，有50位参赛者
的蒜头进入决赛，入围的蒜头直径都
在7 . 5厘米以上。

“8 . 78厘米”，工作人员对进入决

赛的蒜头进行更细致的测量，吐出一
个数字，这是所有参赛蒜头中直径最
大的。蒜头的主人是来自蝗虫庙村的
王玉祥。

“入围一二三四等奖的大蒜还要
送到农业部门进行有无农药残留的检
测，如果有，除掉获奖资格。” 15日下

午，奖项名单出炉。根据农业局检测结
果，所有十组参赛蒜头农药残留均在
国家标准允许范围内，但根据个头大
小和农药残留数量综合考量，个头第
二大的获得一等奖，直径为8 . 21厘米，
而直径8 . 78厘米的“蒜王”仅获得四等
奖。

组委会工作人员正在对参赛大蒜测量直径。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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