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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路
欣 通讯员 刘晓媛）6月28日上午，山东省
“万名医护进乡村”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对
口帮扶昌邑市人民医院启动暨签约仪式在昌
邑市人民医院举行。
　　会上，双方签署了帮扶责任书，山东省
第二人民医院将与昌邑市人民医院在原有的
2017年建立的耳鼻喉专科联盟的基础上，进一
步加深合作，建立起院级全方位长期对口支
援关系。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选派业务骨
干，以长期派驻医疗队的形式在昌邑工作和
生活，通过坐诊、查房、手术、疑难病例讨
论、教学及健康教育等形式，提升昌邑市人
民医院学科建设、医疗技术、教学科研、人
才培养综合水平。
　　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
院、山东省耳鼻喉研究所）是山东省卫生健
康委直属三级甲等大型现代化综合医院，专
科专病特色显著，尤其在聋病防治、眩晕疾
病、耳神经与侧颅底外科、耳显微外科与人
工耳蜗植入、鼻过敏及变态反应性疾病治
疗、甲状腺与嗓音疾病诊治、头颈肿瘤综合
治疗等领域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在心血
管疾病、呼吸与危重疾病、肝胆微创、消化
内镜治疗、纤支镜介入、骨科创伤与康复、
脑及神经疾病、影像诊断等领域多项防治技
术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复杂先心病手术达国
内领先水平。
　　本次派驻医疗队以耳鼻喉、头颈外科和
妇产科专业为主。今后，山东省第二人民医
院将派驻各专业医疗队在昌邑市人民医院长
期工作，让昌邑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便捷地
享受到省级专家的医疗服务。

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医疗队

赴昌邑市人民医院长期工作

  “70多年过去了，没想到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弟
弟的照片。”6月30日上午，寿光市孙家集街道大李
家庄村99岁的李秀英老人激动地说。
　　近日，寻亲志愿者董阳经过不懈努力，帮助安
葬在浙江省台州市解放一江山岛烈士陵园的两位寿
光籍烈士李锡贵、张来成找到了家人。
　　董阳告诉记者，前期自己收到了青岛寻亲志愿
者王国强提供的信息：浙江省台州市解放一江山岛
烈士陵园内安葬着李锡贵、张来成两位寿光籍烈
士，希望能帮助他们找到家人。
　　根据解放一江山岛烈士陵园提供的信息，李锡
贵（原名李锡范），生于1927年4月，现寿光市文家
街道东河村人，1947年10月参加革命，曾参与上甘
岭战役，1955年1月在解放一江山岛战役中英勇
牺牲。
　　张来成，1927年生人，现寿光市纪台镇三官庙
村人，1948年10月参加革命，曾参与上甘岭战役，
1955年1月在解放一江山岛战役中英勇牺牲，牺牲时
年仅28岁。
　　董阳与寿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及相关部门负
责同志取得联系后，结合两位烈士的籍贯信息，
先后来到文家街道东河村、纪台镇三官庙村进行
走访，经过多方打听和比对，顺利为两位烈士找
到亲人。
　　在孙家集街道大李家庄村，董阳见到了李锡
贵烈士的姐姐——— 99岁的李秀英老人。看到弟弟
的照片后，她激动得泪流满面。李秀英告诉记

者，李锡贵是自己的亲弟弟，在家中排行老四，
后来家里收到他牺牲的消息，但一直不知其安葬
处，这也是70多年来全家人不愿提及的伤心事。
“家里甚至没有一张他的照片，没想到，我在有
生之年还能再看看弟弟的模样。”李秀英哽咽
着说。
　　在纪台镇三官庙村，董阳和记者见到了张来成
烈士的侄子张耀行。据了解，张来成在家中排行老
二，兄弟姐妹均已离世，家中还有8个侄子和两个侄
女。张耀行告诉记者，自己父亲健在时，经常跟他
提起二伯父张来成，家人都知道他是在解放一江山
岛战役中牺牲的。“虽然素未谋面，但从二伯父的
照片中能看到我们家人的影子，他是整个家族的骄
傲。我们会保存好照片，将他的故事讲给后人
听。”张耀行激动地说。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每一个为国捐
躯的生命背后，都有一段应当被铭记的英勇故事。
自2016年至今，董阳已经为213位烈士找到亲人。
“我只想尽最大努力，让更多烈士与家属‘团
聚’，以实际行动弘扬英烈精神，让崇尚英雄蔚然
成风。”董阳说。

长眠他乡多年

两位寿光籍烈士终于“寻到”亲人

曾遭雷击着火 六百年古槐仍苍郁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鲁萍
　　在青州市东夏镇河圈村有一棵明代古槐，历
经600多年沧桑，仿若一位慈祥的长者，苍郁遒
劲、遗世独立，守望着这一方水土，见证着这座
村庄的古往今来、人世更迭，也让这里多了一份
古朴灵气。
　　河圈村由张家河圈村和于家河圈村两个自然
村组成。据当地村民介绍，张家河圈村位于弥河
中游，明洪武初年，张姓自山西迁来立村，因地
处弥河拐弯处，河道自西而东流经村南拐向村
北，把村落围了半圈，所以起名为张家河圈村。
这棵明代古槐是由当时来此立村的张姓族人种
下，600多年间，古槐见证了历史变迁，也曾面临
多次险情和危机。
　　河圈村党支部书记张宗伟告诉记者，在上世纪
90年代初，古槐曾因雷击着火。由于古槐树龄过
高，树体已经中空，当时火苗从树洞里窜出，燃烧
着树身和顶部的树枝。发现古树起火，村民们紧急
联系了消防部门，并自发组织救火。“当时大家搬
来梯子，舀起一瓢瓢水从上往下浇。”张宗伟说，
因为火情特殊，短时间内很难扑灭。消防救援人员
赶到后，大家合力将火扑灭，这棵600多岁的古槐
终于转危为安。
　　河圈村往北约3.3公里便是苏埠屯，举世闻名的
“亚醜钺”即出自苏埠屯商代墓群。据村民讲述，
河圈村及附近一带的村子有不少古文化遗址和文化
遗存，这里从商周起就是人类文明积厚之处。一棵
古树，就是一段历史。河圈村这棵600余岁的古槐，
作为珍贵的绿色文化遗产，早已经成为当地的标志
性古树。
　　一棵树、一片天，一方水土、一抹翠绿。随着
社会对古树精细化保护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更多古
树名木正不断焕发生机，给予人们绿色的憧憬和希
望，续写着一个又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故事。

□文/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沁 图/受访者提供

青州市东夏镇河圈村内的明代古槐

李秀英（右）展示弟弟李锡贵的《烈士证明书》。

张来成烈士的侄子张耀行（右）与董阳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