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6 家园·城事 2015年1月5日 星期一 编辑：李璇 组版：郑文 今 日 聊 城>>>>

10家二级医院、44家乡镇结成发展联盟

构构建建中中医医医医疗疗联联合合体体缓缓解解看看病病难难
本报聊城1月4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张建新
田冰) 全市10家二级医院、

44家乡镇医院代表齐聚一堂，
共同协作探讨如何发挥中医
药特色作用，让患者受益、让
老百姓得到实惠。2014年12月
31日，聊城市中医医疗联合体
成立，让基层居民最大化享受
医疗改革红利，居民有望在

“家门口”享受优质三级医院
医疗服务。

当天，聊城市中医医疗联
合体成立大会在聊城市中医
医院召开，大会现场表决成立
了聊城市中医医疗联合体第
一届理事会，表决选举了市中
医院院长商善刚任理事长；市
中医院副院长翟文生任秘书
长。

记者了解到，全市10家二
级医院、44家乡镇医院加入了
中医医疗联合体。商善刚表
示，这是聊城市推进医疗资源
纵向整合、完善城乡医疗服务
体系、提高基层医院服务能力
的现实需要。聊城市中医联合
体的成立，是以“联合、发展、
共赢、利民”为目标，充分发挥
聊城市中医院三级甲等中医
院的龙头作用，整合资源，相
互合作，相互借鉴，使医联体
的每个成员都能得到发展，把

医联体打造一个成真正的合
作发展联盟。

“最终通过医联体的成
立，让患者受益、让老百姓得
到实惠。”商善刚表示，市中医
院将利用自身人才、技术优
势，帮助基层医院提升服务能
力，帮助县级医院综合发展，
逐步构建医联体协同创新发
展格局，建立重点专科对口扶
持、区域信息联网、院内制剂
联合开发应用、业务指导等多
种机制；建设双向转诊绿色通
道、检验影像绿色通道等多种
合作模式，进一步放大资源效
应，在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科
研设计、分级诊疗等方面加强
合作交流，要相互取长补短，
形成互惠互利的共赢局面。

聊城市副市长马丽红指
出，医联体模式逐渐成为有效
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
重要载体，充分发挥三级医院
的专业优势和区域医疗中心
的带动作用，通过与医联体成
员单位建立分工协作、双向转
诊、帮扶指导等合作机制，将
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提
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水
平，让基层群众最大化享受医
疗改革红利，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优质三级医院医疗服务。

聊城市中医医疗联合体第一届理事会，表决选举市中医院院长商善刚任聊城市中医医疗联合体理事
长。 本报记者 王尚磊 摄

为发挥中医药在基层卫
生工作中的优势和作用，不断
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中
医药服务需求，记者了解到，
自去年来，全市已建成国医堂
60多家，到2015年底，95%以上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90%的

中心乡镇卫生院建立国医堂，
80%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
65%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运用
中成药、中药饮片和中医非药
物疗法开展常见病多发病的
基本医疗和预防保健服务的
目标。

另外，为鼓励使用中医药
服务 ,将中医机构列为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医
保定点医疗机构 ,享受西医综
合医院同等待遇。中医药简、
便、廉、验的优势得到充分发
挥。 本报记者 王尚磊

头条相关>> 国医堂建成看病更方便更实惠

临临清清举举办办市市民民个个人人收收藏藏精精品品展展
本报聊城1月4日讯 (记者

凌文秀) 元旦期间，由临清市文
广新局、临清市收藏家协会联合
主办，临清市博物馆承办的“孙四
成个人收藏(契约专项)精品展”
开幕，展览遴选了孙四成收藏的
契约200余件，涵盖了地契、过继
单、分家单等多种类别。这些藏品
类别丰富，文物价值较高，蕴含着
重要的历史文化讯息，是临清历
史的重要见证，这次个人收藏展
计划展出一个月。

临清市是省级历史文化名
城·千年古县，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城市，流淌千年的大运河留下了
种类丰富、特色鲜明的历史文化
遗存。在深厚文化底蕴的滋润下，
民间也活跃着众多文物收藏爱好
者，他们集萃着品类繁多的优秀
藏品，既为临清城市人文滋养和
繁衍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长期
以来文化城市品格的提升及运河
文化的传播奠定了文化基础。而
孙四成先生多年来从事契约、票
证收藏，是一位资深的民间收藏
爱好者。

契约蕴藏着大量经济活动的
信息，是历史文化演变的直接证
据，是研究民间经济活动、民间风
俗、地域历史文化、自然环境和人
文景观变迁、乡土地区宗法制度
的良好载体。

临清市文广新局局长王兴刚
在开幕仪式上讲话，他指出，民间
收藏事业是文物保护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举办民间收藏展，为热
爱文物的收藏界人士和市民朋友
提供了一次近距离欣赏精品的机
遇，既实现了民间收藏家为社会
服务的美好愿望，也使文化窗口
单位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得到了
充分发挥。希望民间收藏组织和
爱好者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文物保
护工作，让广大群众更多地了解、
热爱临清市的历史、文化，共同为
促进临清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繁荣
做出更大的贡献。

据了解，临清曾多次举办过
民间收藏展，如民间瓷器收藏展
等，让民间文化大家们的藏品也
成为文化服务资源的一部分，向
市民展示，让市民从中收获知识、
了解历史。

近十年收藏从清朝至今千张地契

孙孙四四成成希希望望建建个个地地契契博博物物馆馆

封建王朝，地主曾是“土豪”的代名词，而证明地主身份的是一张张地契；而从古至今，
房产一直是不动产的主要项目，一张张房契、房产证，记录的是一个家庭多年的物质追求。

孙四成九年来收藏了千余份契约，跨越年限有清代、中华民国等时期，其中土地契约约
千张，涉地近万亩、房产近千间，反映了各时期社会的土地价格、税收制度、家族历史和民风
民俗。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契约记录

鲜活市井故事
“这是分家单，讲的是一家

兄弟好几个，闹了矛盾，家产怎
么分割立的文书……”“这张保
单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村里
有人在外偷盗被抓，村主任去
赎人签的保单，内容很生动。”
在展厅内，清朝地契、解放区地
契、临清地契、新中国地契等，
分了好几个专区展出，这是孙
四成九年来收藏所得，每一份
收藏品的内容、意义甚至收藏
背后的故事，他都能讲得绘声
绘色。

孙四成收藏的千余份契约
中，有七成左右是地契、房契，
但也有很多保单等，背后能看
到很多鲜活的市井故事。比如
有一张“过继单”，记录的就是
民间传统，一户人家没有儿子，
而从兄弟家中过继一个到自己
名下，“当时过继也是要写契约
的。”

“其实这些契约并不贵，也
就百十元、几百元左右。最初开
始收藏时，一件地契只有几十
元钱。”作为一名农民，孙四成
的经济能力有限，但收藏地契
的成本，比收藏古玩低得多。

“收藏这近千份地契，大概花了
我五万多。”

“最早的是清朝康熙年间
的契约。现在已经很难得了。”
孙四成说，最近有些人希望从
他手中买契约，有的一份出价
到3000元左右，但他没答应，他
也从没卖过一件地契藏品。“我
收藏地契并非是为了增值换
钱，而是希望有一天，这些老地
契能存放在公共场所为世人所
知。”如今，他的愿望终于实现
了。而他也又有了更大的目标，
他希望能建一所契约博物馆，
把他的收藏品展示给世人。

装裱店老板

爱上收藏契约
孙四成是临清评选出的

“临清运河文化名家”之一，他
原是临清近郊的一位农民，平
时以装裱字画为生。他爱好收
藏，涉猎广泛，迷上土地契约和
土地证收藏实属偶然。

2005年夏天，孙四成的一
位藏友托他在聊城的古玩市场
购买一些值得收藏的婚书。未
曾想却发现了几张晋冀鲁豫边
区的地契，这让平时就喜欢收
藏的他眼前一亮。

孙四成表示，契约作为旧时
一种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民间
文书，地契、房契、分单甚至是合
约、婚书等，记载的已不仅仅是
签约双方的权利和责任，还反映

了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政治、
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迁。

旧时的文书一般都有比较
严格的格式。例如旧时的地契，
其通常格式为：左边是民间签
订的“草书”(也叫“白契”)，右
边是带有印章的官府文书(也
叫“红契”)。无论是房契、地契，
还是分单，均真实记录着历史
上某一天、某一户居民家中发
生的故事。有时大量的地契、房
契会比较集中地出现在某一个
时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其社
会境况。

在他收藏的土地契约中，
年代最早的是清康熙年间的一
份地契，不仅盖有当时的官印，
还写有当时的土地政策，却唯
独缺少契尾。孙四成表示，官地
契一般都带有契尾，契尾相当
于缴税的凭证，无契尾则说明，
这部分税费没上缴国库，被地
方官吏据为己有。它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清朝地方政府的腐
败。

契约相连构成

中国土改历史档案
令孙四成最得意的一份契

约是中国共产党在历次土改中
颁发的土地证(地契)，前后相
连，构成了一份完整的中国土

改历史档案。
1946年5月4日，中国共产

党在解放区实行土改，废老契
立新契，以新契换旧契，后来才
开始发放土地房产证。

1947年，山东省潍北县十
五区驸马营村的一份土地契约
显示：“立契约人王久桂因自己
家地广人稀不能耕种，情愿献
于农民办事处，经农民大会议
决分于农民庄兆富良地一段耕
种，自此以后与原主无干，恐后
无凭，立契约为证。”难能可贵
的是，孙四成还收藏到了1951
年县政府颁发给庄兆富的山东
省土地房产所有证。

孙四成收藏的一份1949年
发放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清楚
记录了当时聊城的状况。证上
不仅有当时政府印章，还加盖
了县长王鲁光的印章。

时光飞逝，1955年9月，山
东省聊城县人民政府所制的土
地房屋印契纸上已开始加盖聊
城县人民政府印，并贴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印花税票。

孙四成表示，土地证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广大贫苦农民进
行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土地制
度、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历史见
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当前
遗存于世的各个革命时期的土
地证、房产证不仅是再现这一
伟大变革的实物资料之一，也
是革命历史发展的实物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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