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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就默默地在那里矗立
挺拔而似山一样巍峨
你
悄然常驻在小道边
百年里，任光阴流逝

你
硕大的身躯

记忆了多少令人难忘的故事
碧绿的新枝
仿佛向人们诉说
一批批济阳矿井建设者们的足迹

你
在通往新时代的道路边
目睹着矿山的振兴
见证着建设者们的艰辛

在新阳能源
笑看意气风发的矿工

近百年的修炼
你 早已看破红尘
风雨沧桑 宠辱不惊
如这矿的神仙老者

夕阳西下
红云飘起
万丈流霞
你的身躯与高耸的井架相映
是那么美 那么迷人

作者单位：山东新阳能源有限公司

办公楼前的老柳树
◎李明华

修志是我国古已有之的文化传统，纵观历史，三皇
五帝的传说，殷文甲骨的出土，青铜周鼎的厚重，诗经
楚辞的浪漫，汉赋唐诗的灿烂，宋词元曲的低吟，明清
小说的讽刺，《二十四史》的浩瀚，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
海的繁书轶卷，中国文化得以一脉相传。“一国为史，一
方为志。”“志”是记载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的历史，是
我们了解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的历史与现状的最好途
径，也是领略其文化沉淀与风景的窗口。

济阳县人民医院1949年建院，历经69年的漫漫悬
壶路，初心不改，高举救死扶伤的大旗，始终践行着“以
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宗旨，润万物，济苍生。据旧县志
记载，明、清时代济阳县无国立医院。只有私人开设的
中药店，药价昂贵，平民无钱就医买药。民国时期1928
年曾建立一个11人组成的县救济医院，医术不高，只为
少数统治者服务，于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
医院不宣而散了。1941年日侵时期也曾建立一个为日
侵反动派服务的“县立医院”，于1942年仅近一年的时
间，人民解放军解放济阳县城时，随伪县公署的垮台结
束了。从明朝至民国时代，黄河泛滥，战祸频繁，兵匪
横行，疾病丛生，济阳人民大难重重，许多百姓丧失了
生命，从明朝万历年（1600年）至民国31年间，济阳发生
多次洪水，七次大的疫病流行。如崇祝十四年（1640
年）春季大旱，斗粟二金，人相食，瘟疫大作，死者枕籍，
十村九墟，人烟几绝。光绪28年（1902年）瘟疫暴发，人
死无算，民间不通度吊。再如1942年全县霍乱大流行，
当时政府无动于衷，同时住在中国的日本侵略者不但
不医治，并指导疫区的病者及疫区的健康人一起焚烧
为灰尽。真是人民食不饱、住无舍、体无衣、病无医、生
命无保障，悲惨万分。

1949年10月1日，一个伟大的国家诞生，世界人民
为之瞩目。而在中国山东，济阳县人民医院也伴随着
共和国的脚步，开始了它满载荣誉的光辉历程。创建
之初，名为济阳县卫生院，时有工作人员 5 人，平房 5
间，地址在县城西门里路南，马家湾北，周家店西。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医院科室设置逐渐完善，医疗规模
逐渐扩展，医疗技术水平稳步提升，建成外科病房楼和
干部病房楼，院容院貌有了较大改观。2005 年，在县
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医院审时度势，
果断决策，决定在济北开发区建设济阳县人民医院济
北新院，并于2009年第一期工程完成竣工。设计床位

500张，病房30000平方米，地上十层，地下一层以及地
下2层直加室。

2009年9月，恰逢济阳县人民医院建院60周年，济
南市卫生局批复同意济阳县人民医院加挂“济南市第
七人民医院”，与此同时，济阳县人民医院济北新院启
用。 2013年11月，济北新院二期扩建工程内科病房楼
及附属设施正式投入使用后，济阳县人民医院占地14
万平方米，分为东西两个院区，设有83个科室，27个病
区，32个专业学科，市级重点专科为消化内科和小儿内
科；是黄河以北区域性医疗中心，肩负着全县及邻近辖
区近60万人的医疗保健任务。

2017年由济阳县人民医院出资承建的济阳妇儿医
院、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综合体项目被列入济
阳县重点工作项目，并于 2018 年 9 月 6 日正式开工建
设。综合体建成后，医院占地总面积将达到17万平方
米，开放床位1500张，分为三个院区，东院区为老年病
综合治疗及医养结合中心，西院区为医院主体医疗中
心，妇儿医院为妇幼保健中心。届时，三个院区将互为
犄角之势，为我县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使人
们在当地真正享受到优质高效、便捷舒适、全面细致的
医疗救治和保健服务。2018年两会期间，济阳县政府
将其列入十件民生实事之中。

69年来，济阳县人民医院继承着齐鲁古国礼仪之
邦，孔孟之乡的文化之底蕴；秉承着儒家学说仁者爱
人，以人为本的文化之精神；浸润着七十二泉温润灵
动，润物无声的文化之灵魂，创新与发展出独具特色的
医院文化与理念，医院发展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面貌
与局面。蓬勃发展的医院凝结着一代又一代医护人员
的心血汗水和无悔青春，承载着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
的鼎力支持和无私相助，正浓墨重彩地书写着医院发
展的新华章。

正所谓“盛世修史，明时修志”，充分挖掘医院历史
文化资源，实事求是地记述医院1949年以来的历史变
迁，反映医院六十余年来建设发展成果，给后人留下一

部珍贵的历史记录，已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县政协
副主席、院长卢士平审时度势，于2014年3月启动院志
编纂工作，成立院志办公室；闫道平院长、杨殿选同志
负责院志编纂工作。深知院志编纂意义重大，闫院长、
杨主任秉持“以史为鉴、承前启后”的思想，制定院志编
纂工作方案、编写大纲和要求，通过报刊和网站向医院
工作过的历任领导、医院职工及家属、社会各界人士发
出济阳县人民医院院史院志资料征集公告，内容包括
医院1949年以来有关重大事件、医疗活动、下农村巡回
医疗、援外医疗、抗震救灾、抗击非典、科室创建、科技
成果、对外交流、学术活动、工作、学习、生活、文体活动
的文字及文物、照片等；向各科室下发提供院志编纂材
料的通知要求，要求各科室必须统一思想认识，本着对
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和“力求
全面，突出重点”的原则，按照院志纲目要求，认真编
纂，以确保史料的搜集、整理和撰写的真实性、科学
性。同时，院志办对大量的档案材料和历史记录进行
了全面细致的搜集和整理，

经过两年的走访座谈，通过搜集和整理资料，历时一
年的辛勤笔耕，2017年下半年院志草样编纂完成，分发给
各位院领导及医院老领导、老职工，征求意见及建议。
2017年12月，卢院长主持召开院志工作座谈会，根据收
集的意见和建议，由宣传科重新编写院志编纂大纲，确立
院志以年纪事，采用篇章体；先总体概括为篇，后归类分
述为章；大事设章，小事分节；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
横排门类，纵写史实。根据内容和形式的要求，分别采用
记（大事记）、志（科志）、传（人物传记）、图（绘图和图片）、
表（统计表格）、录（实录辑录）等多种形式，以志为主叙述
沿革发展，图表录分附其中，后列大事记和人物传记。志
前有序、前言，志后有编后记（编志说明）。会议宣布院志
内容下限延至2017年。十个篇章分由医院领导班子成
员负责整理编写，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2018 年 8 月，卢院长主持召开院志编纂工作推进
会。会上经过领导班子商议将医院1949年至2017年的

历史发展时期分为发展期、上升期、跨越期三个时期，
以更好地把握时代脉搏，彰显时代特征。且2018年
始医院将年年有年鉴，以记录医院的事件与发展。
为更好地完成院志编纂工作，院志办并入宣传科，
共同完成这具有历史使命的任务。院志编纂是
为后代读者积累和保存历史资料，对医院精神
文明建设、文化内涵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
义。每一名参与其中的人，都是历史的经历
者和记录者，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都应以高
度的使命感、严谨的态度、艰苦奉献的精神
做好院志编纂工作，为后人留下一部珍贵
的历史记录，描绘出县医院人不畏艰难
困苦，不惧风雨兼程，以救死扶伤为己
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画
卷。本院志预定2019年8月付梓印
刷，为2019年10月1日医院建院七
十周年送上一份大礼。

古语云：以史为鉴，可以明
得失。现在，济阳县人民医院又
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任重而
道远，探索无止境，它的建设
与发展要靠每一位县医院
人的共同努力和不懈奋
斗。全体职工将从院志
中得到启示，受到鼓舞，
带着责任心和使命感
去 工 作 ，构 建 我 们

“家”的医院文化，实
现我们成为黄河以
北区域性医疗中
心的愿景，谱写
济阳县人民医
院更加光辉
的史册。

作 者
单 位 ：县
人 民 医
院

修志问道 以启未来
◎杜秀香

一九九三年，音乐学校毕业的我来到了
乡镇中学工作，第一年，学校就安排我上初三
的音乐课，而我的学生也比我小不了几岁，学
生们都喜欢叫我姐姐。岁数大的老师私下关
照我说：“对学生要厉害点，不能惯着他们，叫
什么姐姐？”我悄悄地笑了，我喜欢他们叫我
姐姐。我在教案封面上写上苏霍姆林斯基的
格言：“音乐教育，不是培养音乐家，而是培养
人”。

我的学生们来自乡镇各个学区的小学，
学区小学是没有专业音乐老师的，孩子们小
学阶段也就不曾上过音乐课。在音乐课堂
上，我踩着吱吱呀呀的老风琴，教孩子们唱
歌，教孩子们跳舞。我偶尔会有些走神，因为
我就曾是这样的小姑娘，一个不识音乐为何
物的农村孩子。感动如斯，幸福如斯，我觉得
生活就是一个幸福的轮回。

我生孩子是两个月的假期，产假一结束，
我就扔下襁褓中的小儿开始上班，当时，初中
有早操，冬天，五点多钟天是黑黑的，我撇下
睡梦中的儿子，悄悄出门去音乐教室给舞蹈
队学生训练节目，训练回来，儿子睡醒从床上
滚了下来，正在地上哇哇大哭。周末时间给
即将考试的音乐特长生辅导练习，蹒跚起步
的儿子自己在家磕破了脸……回到家，我抱
着儿子哭了：“儿子，你是妈妈的孩子，可是学
生也是妈妈的孩子啊！”

几年前，我从中学来到了小学，教习惯了
中学生，看着小孩子们蹦蹦跳跳，叽叽喳喳，
说实话，还真是还有些怵头。第一节音乐课，
我给孩子们范唱了一首歌曲《采一束鲜花》，
刚刚唱完，她们就说：“老师，太好听了，我喜
欢你！”我豁然开朗，我心中释然，我面对的是
一颗颗多么纯净美好的心啊！

我总是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带给农村
孩子们飞翔的翅膀。2016 年，我带着小学的
学生们来到了济南“声动泉城”古诗文诵读的
舞台，两天四场的比赛，我们安排在了第一场
的第一个，虽然多数孩子是第一次来济南，虽
然孩子是第一次进入济南广播电台的表演
室，虽然孩子们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花

缭乱、应接不暇，但是孩子们精彩的表演却深
深打动了在场的评委和观众，孩子们哽咽的
读着“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他们对主持
人说：“她们想到了妈妈，而李老师就是她们
的妈妈……”

今年春天运动会，开幕式要求有四分钟
的艺术展演，当学校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深
感压力重大，看视频，找思路，做道具，购服
装，整整一个四月我都泡到操场，风吹日晒，
春风肆虐，嗓子嘶哑了，脸上更是晒斑点点。
开幕式结束，几个辅导老师说：“真想哭啊！”
是的，一个活动只有排练老师知道自己付出
了多少汗水和心血。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
春泥更护花，老师啊！为什么我们眼中满含
泪水，因为我们深爱着这个职业！

一路迤逦走来，也许有“山重水复疑无
路”的困惑，更多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
喜，从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到四十不惑的人
到中年。不少人对我说：“李老师，你看着比
实际年龄年轻呢！”是的，我深深爱着我的学
生，我的学生也深深爱着我，整天与孩子们在
一起又怎能不年轻？

曾有人问：“你觉得什么工作最好？”我毫
不犹豫的回答：“教师。”老师，固然清贫，但老
师又是多么富有，当二十年不见的学生路灯
下能笃定的叫你老师，当新春佳节，已结婚成
家的学生携夫抱子来向你拜年，在超市，在商
场又或者在其他的地方，当有人跑过来对你
说：“老师，你还认识我不，我是你的学生啊！”
你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在乡镇工作25年，我知道，并不
是每个人都是牡丹，但即使是如米粒般大小
的苔，我们同样也要努力生长，努力开放，绽
放自己美丽的青春！

每一个老师都是一米阳光，用自己微弱
的光带给学生理想与希望。“用一棵树去摇动
另一棵树，用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用一个
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这样的日子平静又
充实，这样的世界芬芳满地！

作者单位：新元学校

苔
◎李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