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 11月 19日，某中学北校区在操场举
行“一元爱心”活动捐款仪式。

“一元爱心”捐款活动是由共青团枣庄市委、
枣庄市希望工程办公室联合主办，在全市中小学
范围内全面进行的一次活动，旨在向1000名孤寡
老人捐献“新年礼包”，向 1000名无依儿童捐献

“暖冬包裹”，向200名残障人士捐献“爱心轮椅”。
某中学北校区团委按照上级要求，在全校范

围内展开宣传动员活动，以学生会和广播站为依
托，以张贴画报、播放通知为手段，积极号召全校
学生参与到此次活动中。

截至 11月 19日上午，某中学北校区共组织
2184人参与募捐，共收到捐款2540.40元，该款项
将由某中学北校区的校团委派专人汇往枣庄市青
年志愿者协会指定爱心账号。

此次募捐，某中学北校区的全体学生募捐一
元钱，传递一份爱，用小爱汇成溪流，在冬日里让
需要帮助的人感受到了阳光的温暖，展现了某中
学北校区全体学生较高的素质和助人为乐的信
念。

第四十一中学北校区校团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第四十一中学北校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继
续做好对学生的道德素养教育和价值理念教育，
让爱传遍校园，传遍社会。

（记者 刘一单 苏羽）

“一元爱心”公益
中学校园起航

李晓是一名小学教师，平日里，经常去看
望贫困的孩子，一次去看望留守儿童触动了她
的善心，决定收集身边朋友不穿的旧衣服给贫
困孩子们送去。

从那以后，她就开始着手收拾自己不穿的
旧衣服，叠起来放在手提袋里，每到周末休班
的时候她便拿着这些旧衣服给孩子们送去。李
晓出生在一个多子的家庭中，有哥哥和弟弟，
并不宽裕的她每月要拿出二百多元钱给贫困孩
子们送去，在众人眼中，这种坚持很难得。平
日里，她还发动身边的朋友、同事把不穿的衣
服拿出来，收集起来给贫困孩子送去。她的朋
友常这样说她，“帮助别人是快乐自己，但毕竟
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何况咱又不属于非常富
裕的人。能帮就帮，省省力气。”李晓对这些话
不以为然，仍然坚持着去做她认为对的事，一
直坚持了一年多。

“这件衣服真漂亮！谢谢老师！”一名山亭
的学生穿上李晓递过来的衣服，开心的不得
了。在这些孩子眼中，能穿上暖暖的棉衣已经
是很高兴的事情了，看到孩子们天真的笑容，
对于李晓来说是最大的安慰。她告诉记者，每
次看到孩子们发自内心地笑时，她心底就有一
股暖流，告诉她对贫困孩子的关爱要长期坚持
下去，让教育不再仅限于学校和课堂，让温暖
深入孩子的心里。” （记者 王萍）

老师送棉衣
温暖留守娃

08 实习编辑/王正 读枣庄·好人 2013年11月18日 星期一 报料电话：5200110

70岁老乡医自愿服务百姓45年

甘当村民健康的“啄木鸟”

近日，峄城区实验小学设立红领巾爱心义工服务站，帮助学生认领丢失的衣服、钱物，给老师自行车充气、提供
维修工具，用爱心服务师生。图为小义工帮助小学生认领丢失的小黄帽。 （记者 岳娜 通讯员 魏英 摄）

小义工助师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位在农村称得上是“文化人”的高中毕业生，目睹了农村各种传染病肆虐、群众生

命受到严重威胁的现状，走向了服务乡邻健康之路。一晃间，45年过去了，滕州市官桥镇后莱村70岁的

老乡医石思田仍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11月8日，在位于后莱村
村中央的后莱村卫生室里，记
者见到了脸色红润，腿脚利
落，慈祥健谈，根本看不出已
是 70岁高龄的乡村医生——
石思田，“人都说，无欲则刚，
我可能是知足常乐，心怀坦

荡，所以不太显老吧。”
“石医生可是我们村的大

好人、活菩萨，没有他，我可能
30多年前就死了，我们全家
人感激石医生一辈子。”该村
66岁的村民王广荣回想起石
思田对自己早产而实施及时

抢救的事情时说。
像王广荣一样，因为石思

田的救助而挽回一命的，还有
渠怀花、孙景云等产妇。

“石医生的口碑，在这片
绝对没得说，十里八村的老百
姓都找他来看病。他会尽量让

人少花钱，看好病，没听说因
为患者看病花钱跟他生过
气、吵过架的。”今年已经
64岁的石扬启，正好来拿点
感冒药，接受采访时，对石
思田多年来的行医情况，来
了个大总结。

十里八村好口碑

一次石思田给一个病人
去瞧病，正走着，前面一个
十几岁的男孩突然倒地，满
地翻滚，面色蜡黄，他赶紧
上前询问男孩怎么了，男孩
指着上腹不能答话。经仔细
检查后，石思田迅速拿针直
刺男孩内关、足三里、中脘
等穴位。男孩很快好转后离
去，后来听说，过了几天，
孩子的父亲带着礼物，到处
找救治他孩子的人，没找
到，便遗憾地回了家。

再就是有一年的大年初
一，石思田早上还没吃饭，

返乡过年的干部张志远突发
上腹病，经检查后，怀疑是
急性胃穿孔，他家小孩都
小，妻子在床上挂吊针，是
石思田把他送往滕州市人民
医院，立即做了手术，还一
直陪护他至初十才回家，一
家人感动地多次哭着道谢。

1993年，苍山县来的两
家人在东莱村砖厂打工，因
患病欠石思田一千多元，洪
水冲坏了砖厂，他们的工资
没发，哭着说没钱还。石思
田说：“你们走吧，天灾，有
什么办法。”他们千恩万谢地

走了。
“爱心是我行医的信念和

做人的根本，救死扶伤，让
乡亲们都健康，就是我最大
的心愿。”45年来，石思田
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20世纪60年代的鲁南农
村，各种传染病流行：流
脑、乙脑经常夺去儿童生
命；夏秋季到处都是大汗淋
漓的疟疾病人；困扰这里的
血丝虫病，掉净眉毛的麻风
病人；胸前耷拉着像砂壶一
样的甲状腺肿；各种肠虫病
比比皆是。面对猖獗的传染

病，石思田勇敢地冲在前
面，流脑袭来，走村串户用
呋喃西林液为易感儿滴鼻；
甲肝流行，自采“茵陈”熬
水散发；流感暴发，到学校
讲解预防知识，还送去“贯
众”。为消灭血丝虫、麻风、
疟疾等传染病，顶风雪、冒
严寒，多年在冬季夜间采
血，经常熬到凌晨两点，手
脚冻烂了，仍坚持工作，中
暑倒下了，爬起来再干，为
不漏掉一个疑似病人，查
血、送药步行往返几十里是
常事。

行医故事说不完

2009年以后，随着国家
新医改的逐步开展，石思田
工作任务多了，压力就大
了，每天都是超负荷工作。
除了日常诊疗工作，石思田
还坚持两个月组织一次群众
健康教育活动，坚持每月以
黑板报等形式，宣传公共卫
生知识和防病治病卫生常
识；对所建立的1356人《居
民健康档案》，逐一校对和
完善，对60岁以上的老人作

重点健康体检，对孕产妇作
定期随访。此外，还几乎天
天要为几个行动不便的老人
上门诊病、检查，跑遍了村
里的每一条山间小道，对每
一户村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了
如指掌：谁患过哪些慢性病、
谁对哪些药物过敏、谁家有
几个小孩、谁有没有烟酒嗜
好、谁有什么饮食习惯等
等，石思田心里一清二楚。

自参加基层卫生工作以

来，总认为公共卫生是乡村
医生的首要工作，干不好公
共卫生是耻辱，只有踏踏实
实，认认真真去实干，才能
立于不败之地。多年来，儿
童预防接种、妇女查体、老
年人和特殊人群查体随访石
思田总是一丝不苟地走到
户，交到人。

多年来，石思田给病人
垫付药费更是常事，凡欠账
时间长的，就压在那里，永

远不要了，现存厚厚的一沓
子欠条，加上毁掉的，少说
也有个几万元。

“都七十多岁了，这么
冷的天还往各家跑么，在广
播上喊一喊算了。”有些群
众体贴的话语，让石思田
听了，觉着心里暖乎乎的，

“多跑点腿，多为群众服务
服务，人老了，不好好再干
几年，就没机会了。”

（记者 焦兴田 马帅）

百姓的家庭医生

近日，山亭公安分局某派出所民警在巡逻的
过程中，成功救助了一位迷路老人，并将其安全
送回家中，受到群众的称赞。

日前的一个下午，某派出所民警在巡逻至店
子镇加油站时，发现一位老人蹲在墙角，目光呆
滞，面无表情。民警看其情形可疑，遂上前询
问。老人支吾应对，自称名叫李祥瑞，女儿叫李
倩，但再三询问也说不清自己的家庭住址。于
是，民警将老人带到了派出所，稍作休息并进一
步了解情况。根据老人说的名字，民警通过网上
查询和比对，确认他是滕州市东郭镇夏庄村人。
某派出所民警根据这一信息与滕州市公安局东郭
派出所取得了联系，并在东郭派出所民警的帮助
下，很快联系上了老人的家人。原来，李祥瑞老
人今年 75岁，患有老年痴呆症，两天前因外出
理发而迷路，其家人正担心老人去了哪里，焦急
的四处寻找，听到老人被派出所民警收留，都非常
高兴。当民警们将老人安全送回东郭镇夏庄村其
家中时，老人的家人拉着民警的手连声致谢。

（记者 孔浩）

七旬老人迷路
民警帮忙送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