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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华诞启用新门诊大楼

牌坊街西侧有一座陈旧的二层
小楼，这座小楼是济宁市第一人民
医院发展的见证者。小楼还是那座
小楼，但楼旁的那座医院已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40张床位的教会医院，现如
今已发展成集医疗、教学、科研、保
健于一体的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回
顾和追溯120年峥嵘历程，济宁市第
一人民医院党委办公室主任王宪伟
也难掩激动的心情 ，作为医院老
员工，他仔细翻阅院志，梳理医院发
展脉络，他整理了三页纸讲了两个
多小时。

“医院是由教会小诊所发展而
来，最初实行男女分诊，在1916年扩
建医院用房，建了一栋西式二层门
诊楼，大约有400平米。1932年扩建
巴克门医院，建了3层的病房楼。抗
日战争爆发，医院的发展也停滞不
前，为躲避战争不少医生南下。”王
宪伟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在那个战
火纷飞的年代，医院只能勉强维持
运转。

1949年6月，成立济宁市立人民

医院，隶属济宁市人民政府，当时有
床位4 0张、员工5 0人。从1 9 6 7年开
始，医院发展驶入快车道，同年2月
更名为济宁地区人民医院，有床位
319张、员工376人，医院在鲁西南地
区已享有较高声誉。1996年11月，在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百年华诞之
际，11000平方米的新门诊大楼建成
使用。

“我1992年来医院工作，第二年
医院新的办公楼就投入使用，1994
年被评为全国首批三级甲等医院。”
1 9 9 6年，医院百年华诞，一座占地
11000平方米的新门诊大楼竣工，同
年11月，医院举行隆重的建院百年
暨新门诊大楼落成庆典。随后，医院
也进入快速发展期，新大楼建设鳞
次栉比，每年都有新变化。

打造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2010年，医院对启用10年的门诊大
楼进行大装修，根据患者的就医需求，
将原来的大诊室隔成小诊室，一医一患
一诊室的布局，更注重保护患者的隐
私，同时对医院的外墙和内墙加贴瓷砖
进行楼体升级。“医院在建筑的同时，还
着重改善患者住院医院环境，在当时就
兴建了中心花园，供患者和陪人在花园
散步。”至今在很多医院也是很少有的。

经过120年的发展，济宁市第一人民
医院现已成为山东省鲁西南地区学科门
类齐全、医疗设备先进、专业特色突出的
全国首批三级甲等大型综合公立医院。
就诊病人辐射山东、江苏、安徽、河南4省

的30个县市区，是济宁及周边地区医疗
急救、教学科研和保健康复中心。今年4
月，又被济宁市卫计委确定为济宁市区
域医疗中心、济宁市远程医疗中心和济
宁市病理诊断中心等多个中心基地。

光阴荏苒，昔日的新院也愈发沧
桑。尽管老院区的环境不如后来新建的
医院，但还是有很多患者愿意在这里就
医。“我们是冲着一院的技术来的，在这
里看病放心。”在不少患者看来，百年一
院的精神和一批家喻户晓的老专家才
是他们最信赖的。

百年老院，继火传薪，济宁市第一
人民医院也将本着“普施仁术、济世扶
危”的精神，继续在孔孟大地上为市民
的健康做好服务，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门诊大楼不仅是一座地标建筑，更是成
为济宁市民心中健康的守护者。

古古运运河河畔畔，，百百年年一一院院的的蝶蝶变变
本报记者 李倩 晋森 通讯员 董婉婷

在繁华的老城区，位于健康路6号的济
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大楼，成为不少济
宁人共同的记忆。除了耸立的医院门诊病
房大楼，大门口“始于1886”、“巴可门医院”
这些闪烁的大字也成为见证济宁历史的一
张底片。120年来，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历经
风雨沧桑，从雏形到逐渐成长，从初具规模
到硕果满园，其沉淀下来的“普施仁术、济
世扶危”的精神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一院
人，也造福了一代又一代的济宁人。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大楼。

棚改项目全部开工，货币安置率过半

棚棚改改群群体体明明年年或或成成购购房房主主力力
本报济宁11月17日讯(记者 刘守善)

进入年底，济宁市今年计划改造的116
个棚户区项目已经全部开工，原地规划多
为公园绿地，而利用存量商品房等货币化
安置率较高，超过一半。因此，明年的济宁
房地产市场中，棚改群体将成为购房的主
力。

随着“房票”的下发，济宁城区已有众
多棚改家庭购买了新房，“如果原地回迁
安置，我们至少要等两年才能住上新房，
而现在我们通过房票买的房子再过几个
月就交房了。”刚从翠都国际城购买住房
的市民陈女士介绍，像她这样在这里买房
的老邻居还有很多。济宁房地产一位业内
人士告诉记者，一直以来，济宁房产市场
以刚性需求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为主，而随
着二胎政策的放开及棚改用户的入市，改
善性住房需求的群体将加大，而济宁有众
多棚改项目，这里的居民在领到房票后将
成为明年房地产市场买房的主力人群。

据了解，济宁棚改项目中原地建安置
房的会减少，更多的土地将成为公园或绿
地，而老城区的环境也会得到更好的改
善。今年济宁实行房屋征收属地负责制
度，以镇街为组织实施主体，建立区、镇
街、社区(村)三级联动机制，截至10月底，
全市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全部启动建设。
对于棚改居民的安置，将减少原地新建安
置房，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鼓励采取
货币化安置，通过出台一系列激励政策，
将货币化安置比例提升到50%以上。今后
济宁市将通过出台增加建筑面积、免收附
加费用、享受水电气暖等多方面的优惠政
策，吸引和鼓励棚改居民选择利用存量商
品住房安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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