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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陪伴伴

7月20日，由山东省医学
会遗传与优生分会主办，德州
市妇幼保健院承办的“山东省
第十二次医学遗传与优生学
术会议暨遗传病诊断和产前
诊断新技术培训班”在德州顺
利召开。

本次会议特邀国内从事
医学遗传学、产前诊断、出生
缺陷防控、遗传实验室质量及
控制等方面的专家教授出席。
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医
学遗传学教授徐湘民，美国明
尼苏达大学药理学和生物信
息学博士、香港大学李嘉诚医
学院儿童与青少年医学系教

授杨万岭，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教授马端，山东大学医学遗
传系主任刘奇迹等出席会议
并作专题学术报告。德州市妇
幼保健院副院长王万玲主持
会议。

会上，杨万岭作题为《从
遗传病诊断到群体筛查 - -
DNA测序技术的应用前景展
望》的学术报告，讲述了单基
因病和复杂性疾病的不同，
DNA测序技术在遗传病及其
他方面的应用。他表示，作为
一名德州人，此次回到家乡希
望能够为家乡遗传方面的发
展出贡献。DNA测序技术对临

床领域的冲击很大，从科研领
域回答临床诊断治疗是很重
要的问题，如何利用新技术带
来的优势迎接挑战是我们需
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徐湘民作题为《从血红蛋
白病理解单基因病的发生机
制》的学术报告，深入浅出地
讲解了血红蛋白病的研究，
对于遗传病筛查诊断工作的
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指导意
义。马端作题为《个性化用药
的遗传咨询》的学术报告，表
示个性化用药需要检测相关
基因，明确代谢和作用机制
的药物，根据种族和人群的

差异进行个性化用药。刘奇
迹教授作题为《单基因遗传病
的遗传咨询》的学术报告，从
单基因遗传病的发病原理及
染色体微阵列分析技术在产
前诊断中的专家共识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他还表
示，近年来医学遗传学技术有
着长足的发展，我们有了充分
的遗传学分析技术、生物信息
学分析技术、大数据分析技
术、帮助我们找到真正的突变

基因，及时作出干预，降低出
生缺陷。

与会代表200余人，气氛
热烈，各位专家同仁进行了共
同探讨，交流了前沿的学术研
究、技术发展与临床应用，紧
密联系临床，为临床医师提供
了新的诊疗思路，讲解了出生
缺陷及三级预防的新知识，此
次盛会的召开必将推动我省
医学遗传与优生工作的进一
步发展。 (李红)

省第十二次医学遗传与优生学术会议顺利召开

杨富生，德州市陵城区陈后马村的一名
62岁的退休工人，从事机械制造行业30余年，
在工厂工作期间就开始关注齐鲁晚报，并在
早期的文学创作版面刊发文章。

我年轻时就有读报的习惯，并一直保持
到现在，至今已有20余年。退休后更是把读
报纸当成每天的“必修课”，报纸每天必读，
尤其关注民生教育类新闻，对文学创作板
块情有独钟。每当读到让自己深受启发的
文章后，我都会将好的词句摘录下来，然后
仔细揣摩。

因为喜欢读报，也激发了自己的创作灵
感，工作期间创作的文章《青春的旋律》，在报
纸上进行了刊登，后期也被杂志社摘录。后
来，陆陆续续写过不少散文、诗歌，相继刊印
出版。除此之外，我还潜心练习书法，作品也
在各类书画作品展中展出。

我目前是德州市陵城区老年大学一名在
职教师。当初，从学校毕业后，由于表现优秀，
便留校任教。老师、同学基本上都是同龄人，
兴趣爱好相同，每天都会在教学中学习，在学
习中进步。

而且，不少同学都有读报的习惯，有时也
会对报纸中新闻事件，发表自己看法。因为在
工作期间，我曾负责公司报纸的采写、编辑工
作，在一些新闻故事中也能找出自己的观点，
与同学们的交流中都感觉受益匪浅。

退休后，我还曾在企业和小区负责安保
工作，休息之余便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东门
情未了》天府三期是我家，离开东门去巡逻。
清溪星河湾湾畔，三期楼前花池见。缠绕林间
草坪绿，湾浅草鱼夕阳斜。桃园故地今安在？
梦醒寒窗望月华。在城区文化长廊上展出。

由于年龄原因，现在对智能手机还不能
很好的运用，我现在创作文章都是手写，文稿
也是摆满了书房。而且受自己的影响，孩子们
文学创作上也深受启发。我要求她们从小就
要有阅读的习惯，语文一定要学好，现在三个
孩子目前都已成家立业，看到自己这么热爱
文学创作，她们都非常支持。

在《齐鲁晚报今日德州》创刊八周年之
际，我非常感谢贵报社：在人生的道路上，给
我一次机会，参加了如此有意义的活动，我
坚持了多年，至今没有停读与写作，希望您
们再给予支持和帮助，便利于我读书读报，
并无止境、创新创作，用语言和行动，答谢
您们的关心和厚爱。

本报记者 路龙帅 整理

我是德开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也是齐鲁晚
报的忠实粉丝，从事教育行业已有5年的时间，所
带班级班风纯正，学风优良，在学校举办的各项
活动中，多次获得一等奖，被评为学校的“金牌班
级”，受到学校领导和老师的高度赞扬。

说起齐鲁晚报，我感觉齐鲁晚报是我的良师
益友，也是我十年如一日坚守自己内心世界的精
神阵地，有时，我也会把从报纸上看到的时事新
闻带到课堂与学生分享，学生每次都听得如痴如
醉。

阅读是一种习惯，是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
也是提高自身修养的有效途径。我从小学开始就
一直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当时受爷爷影响也开始
慢慢喜欢上了齐鲁晚报。我喜欢美丽的词句，每
每遇到，总会摘录下来，至今已摘录了多本笔记。

我摘录的笔记也在我的教学过程中发挥了
作用，对于学生的阅读来说，分享很有必要，阅读
分享可以满足学生在自主阅读中的交际性情感
需要，为学生提供表达自己阅读收获的机会。其
实当学生能够将所看到的文章，通过的自己思维
加工表达出来本身就是完成了一次阅读的升华。

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
种理解。我尤其喜欢齐鲁晚报上有故事情节的文
艺副刊文章，有时也会在读报的过程中擦出了很
多思想火花。无论从传情达意还是从写作手法、
人物描写、事件分析等方面，都会有自己的心得
体会。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阅读得越多，写起
文章来就越得心应手，但如果读完之后没有任何
印象，阅读便毫无意义可言。所以我每次读完一
篇文章或者一本书，都会写下自己阅读后的感
悟。我也会把这种习惯分享给学生，读后感侧重

“感”字，要言由心生，有感而发，感受真实自然，
观点鲜明，感想深刻。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引导学生进行有
效阅读是学生终身学习和发展的需要，我希望有
效阅读，能够让学生在书籍的海洋中浸润，享受
崇高精神的滋养，不断充实自己的文化底蕴，丰
富自己的气质涵养，为处在记忆黄金时期和人格
形成时期的他们，播下最好的种子，提供最好的
养料，留下最好的回忆。

本报记者 路龙帅 整理

报纸和书籍是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在看《齐
鲁晚报》的近30年里，一些好新闻、好文章都被我剪
贴成册，现在已经贴了十册。说起与晚报的渊源，早
在这份报纸的创刊初期，还在镇办企业上班的我就
对《齐鲁晚报》情有独钟，上面的好多文章都想多读
几遍。

一张1991年拍摄我读报的照片，勾起了美好回
忆，那时时间并不充裕，还没有养成剪报的习惯。直
到2004年，才产生了将阅读过的报纸剪辑下来整理
成册做保留的想法。打开我的第一本剪报册，是一则
关于中国十省市家具协会2004年“环保家具知名品
牌”推荐单位(山东省)，还有一则是关于选购电动车
时应注意的关键问题。在网络普及之前的年代，很多
刊载在报纸上的信息现在看来也很珍贵，因为很多
都是通过网络搜索不到的内容。那时，家里一直计划
着购入一辆电动车，正是看了这则消息，自己在电动
车选购方面增长了不少知识。

这些年自己去过不少城市，香港、澳门、深圳、苏
州、杭州、上海、南京、西安、洛阳、开封……每到一
站，几乎都会到书店里买上几本书，在车站买份报
纸，透过纸质阅读了解当地的人文风情，阅读的多
了，也曾想过要创作作品给晚报青未了栏目投稿。

提到读报带来的好处，不得不说起在我这里保
留最早的一份报纸，2001年6月19日出版的齐鲁就医
宝典(珍藏版)，特刊首页写到；作为齐鲁晚报向全省
人民的新世纪献礼，《齐鲁就医宝典》与您见面了，它
是我省名院、名医的大荟萃，是指导全省百姓就医治
病的权威指南。那时，父亲身体不好，时常头晕，在当
地的医院开了一种叫敏使朗治疗头晕的药，但这种
药在当地并不常见，为了给父亲买药，我就按照就医
宝典上的省内各个医院电话，一遍遍拨打过去寻药，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在济南千佛山医院买到了药。
说起来，还要感激晚报帮助百姓在择院就医上提供
的便利，自从有个这本宝典，那几年父母就医住院几
乎都在宝典上面查询信息，宝典也一直保留了下来。

退休后，平时事情不多，看报剪报就成为生活中
的重要部分，只要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国家出台的方
针政策、国内外发生的大事以及其他方面有意思的
事情 ,都会剪下来 ,剪报内容涉及医疗养生、文史珍
闻、时事政事等，其中有一本专门涵盖健康保健知
识，十本剪报册在我这里如同宝贝一般，珍贵至极。
现在身体状况不如从前，看报时更注重老年人健康
保健方面的信息，如今患有胃食管返流、高血糖，需
要在饮食上多加注意，通过剪报看报，养成了不吃刺
激性食物，吃粗粮，夏天喝苦荞茶，冬天喝红茶的习
惯，每天读报了解新闻知识，也成为了生活中不可替
代的精神寄托。

本报记者 朱迎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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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纸中寻找创作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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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分享阅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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