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医附院青海帮扶结硕果，打通首个急性心梗救治通道

青青海海群群众众载载歌歌载载舞舞表表谢谢意意
烟花爆竹零售点

昨起开始申请

本报济宁1月11日讯(记者
李倩 通讯员 张勇) 9日

晚，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学术
报告厅内歌声嘹亮、笑语盈盈，
掌声和欢呼声不断响起。原来
这是来自青海红十字医院的感
恩汇报演出正在进行。

2011年，济宁医学院附属
医院心内四科甘立军博士作为
中组部派出的第13批博士团成
员赴青海红十字医院帮扶，并
任该院副院长。帮扶期间，首次
将心脏介入治疗技术引入该
院，带领医院进入心脏疾病治
疗新领域。在济医附院派出专
家的帮扶下，医院建立起青海
省内第一条急性心梗救治24小
时无假日绿色通道，通过这个
渠道，目前已有超过360例各族
心梗患者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济医附院陈东风院长四上
高原，全力支持对青海红十字
医院的帮扶，在济医附院原来
开展“爱心医疗救助活动”的基
础上，2013年爱心救助走进青
海，济医附院联合青海红十字
会、红十字医院在青海省第一

家设立了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免
费救助项目，已有100余名青海
省各族贫困先心病患儿在济医
附院得到免费手术。

为给青海红十字医院建立
一支技术过硬、带不走的心脏
外科队伍，济医附院派出心脏
外科专家团到青海进行现场带

教，经过传、帮、带，已有21名先
心病患儿在青海红十字医院实
施手术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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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月11日讯
(记者 孔令茹) 在枣店
阁小区18号楼三单元，43岁
的张志和与妻女挤在一套
38平米的小房子里。一室一
厅的房子里放着两张床、两
张桌子，一家人吃饭都要坐
在床上。这样的蜗居生活，
一家人已过了18年。

在张志和家里，唯一
的电器是台老式电视机，
虽然画面不清晰，看电视
却是全家人空闲时唯一的
娱乐项目。问到新年愿望
是什么，他妻子李晓红有
点不好意思，“从来没用过

洗衣机，最近连阴天，要是
有台洗衣机就好了。”

“全家人的衣服都是
我手洗，为省下热水做饭，
都是用凉水。”李晓红告诉
记者，这些她都习惯了，夏
天还好，最怕冬天阴天，洗
的衣服几天都晾不干，冬天
的厚衣服一般都不敢洗。

采访时，李晓红的父
亲恰好来看女儿，三个人
坐在床边，小小的一间屋
子显得很拥挤。“如果真有
了洗衣机，屋里也没地方
可放了，打算放在阳台上，
用的时候再推到厕所和客

厅中间，地方不大只能这
样了。”李晓红说。

张志和夫妇早年下
岗，为维持生活，张志和四
处打零工、干零活，日子勉
强还过得去。不料2015年
查出患有主动脉夹层，仅
做手术就花去了25万元。

“亲朋好友凑够了手术费，
现在还欠着不少外债，这
场大病之后也没办法打零
工了……”张志和说，现在
每天还需要服用降压药和
心脏病的药，还好全家人
都申请了低保，每月能领
到1000元左右的低保金。

本报济宁1月11日讯
(记者 范少伟 ) 11日下
午，在英华路南段，张连义
打响了一桶爆米花。出来
两个小时了，还一袋没卖
出去。张连义和老伴司友
英老家在泗水山区，来济
宁谋生已11年了，原来靠
拣破烂维持生计，去年转
行卖爆米花。由于生活拮
据，至今还盖着用了40多
年的旧被子。

一袋爆米花5块钱，有
时一晚上能卖十多袋，有时
一袋也卖不了，两个人坐在
小三轮车上，不再说话。“上

午太冷了，小区里人很少，
下午到晚上人多点，挣不了
几个钱。”张连义说，来济宁
11年的时间了，在城区租了
间房子，租金一个月80元，
没有暖气也没有蜂窝煤，晚
上得盖三床被子。

张连义和老伴穿的外
套，就是他们拣破烂时拾
的，回家洗了洗穿在身上。

“看着也挺好的，扔了很可
惜，不冷就行呗，洗干净穿
在身上挺合身。”司友英笑
着说，有钱就花，没钱就不
花，两个人身体还可以，挣
的钱够维持生活。

在采访的一个多小时
里，张连义只卖了一袋爆
米花。爆爆米花用的工具
是买的，但高点的马扎是
张连义自己做的。“别看我
们穷，但我们从没向政府
要过救济，两个孩子过的
也不太好，不想给他们增
加负担。”张连义笑着说，
也没啥愁的。俩人现在盖的
被子还是刚结婚时缝的，棉
絮发黑不太暖和了。“去年
我们买棉花缝了一床，但被
老鼠咬破了，很心疼。”司友
英说，如果有条新棉被，晚
上睡觉会更暖和些。

张志和一家三口蜗居18年，从没用过洗衣机

遇遇到到阴阴天天，，洗洗衣衣服服犯犯了了难难
来济宁谋生11年，还盖着结婚时缝的被子

六六旬旬老老夫夫妇妇想想添添床床新新被被子子

璀璀璨璨十十年年，，《《直直播播民民生生》》一一路路同同行行
开播10周年，精彩节目谢观众

感恩汇报演出现场。

许愿人：

张志和夫妇

新年愿望：

一台洗衣机

许愿人：

打工者张连义

新年愿望：

有条新棉被

老两口爆米花的
生意很冷清。

张志和与妻子、
岳父坐在床边，不
大的房间显得更加
拥挤。本报记者
孔令茹 摄

本报济宁1月11日讯(记者
高雯) 11日，任城区烟花爆竹(临
时)零售许可开始申请，想要申请
零售烟花爆竹的经营户，可持相
关材料至济宁市任城区行政审批
大厅和各镇街安监站申请。申请
受理持续至15日。

11日起，任城区范围内烟花
爆竹零售点开始审批许可，经营
户可以到经营地点所在镇、街安
监站提出申请，由任城区安监局
统一受理、审核后，给符合条件的
零售户颁发《烟花爆竹临时零售
许可证》。

限放区内烟花爆竹临时销售
网点在2016年2月3日至2016年2月
22日期间可以销售烟花爆竹。限
放区外烟花爆竹临时销售网点于
2016年1月24日至2016年2月22日
期间进行烟花爆竹销售。销售结
束后，烟花爆竹批发企业须在
2016年2月23日到27日将临时销售
网点剩余且符合条件的烟花爆竹
按原进货渠道收回，并实行统一
保管。

此外，划分出禁止销售区域。
主要为任城区范围内党政机关、
集贸市场、节日售货大棚、展览展
销会、庙会、超市、健身(购物)广
场、各类批发市场、娱乐场所、宾
馆、饭店、社区、商住混合楼、车
站、商业摊点等人员聚集场所均
不准销售烟花爆竹；禁止走街串
巷和室外无证摆摊销售烟花爆
竹；及综合执法部门规定的其他
禁销区域。

据了解，限放区内除夕至正
月初一全天、初二至十五每日的
七时至二十四时允许燃放烟花爆
竹，其余时间不得燃放

本报济宁1月11日讯(记者
庄子帆) 9日，《直播民生》开播
十周年大型庆典“璀璨十年，一路
同行”在济宁电视台演播大厅隆
重举行。晚会上，众多精彩纷呈
的节目让观众大饱眼福。

作为济宁第一档贴近百姓、为
民排忧的电视民生新闻栏目，时至
今日，“直播民生”这四个字已成了
民生节目的代名词，深入到济宁的

大街小巷，根植在老百姓的心中。
2006年1月1日，《直播民生》

伴随着电视节目改革的时代浪
潮破土而出。当时，这个平均年
龄25岁的年轻团队开始在节目
内容、形式、手法上探索创新，
以最快的反应机制，最活的现
场报道，最热的社会话题，记录
和报道了济宁身边的人和事。

《直播民生》栏目开播以来，

坚持把握正确导向与通达民意
的有机统一，在关注民生问题、反
映百姓呼声、化解社会矛盾等公
共服务领域发挥了独特作用，已
成为全市新闻宣传的知名品牌。
先后荣获市级和省级青年文明
号山东：省电视新闻“十佳栏目”，
深受领导和群众们的欢迎，在晚
会节目现场记者也采访到了前
来观看表演的一些热心观众。 精彩的节目献给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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