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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大健康”系列报道

泰安市中心医院创新开展泰安市中心医院创新开展““三师一患三师一患””服务模式服务模式

医院社区接力医院社区接力 守护群众健康守护群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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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医生为老人进行查体。 通讯员供图

作为全市医疗卫生服务的排头兵，泰
安市中心医院创新开展“三师一患”服务
模式，将优质健康管理服务送到社区居民
身边。年逾九旬的宋先生，就是这项创新
服务的受益者之一。

两个月前，宋先生突发急性冠脉综合
征，泰前街道农大社区卫生服务站第一时
间启动联动机制，迅速将老人转诊至泰安
市中心医院。经过专科医师的全面评估和
精心治疗，宋先生顺利度过危险期，病情
逐渐好转，并顺利出院。

宋先生出院后，泰前街道农大社区卫
生服务站医生接过服务接力棒，为老人进
行康复治疗。根据宋先生的身体状况和以
往就医档案，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生为老人
制定了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在治疗过
程中，泰安市中心医院的专科医师与泰前
街道农大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生保持密
切沟通，根据老人康复进展及时调整治疗
方案；同时，社区医生定期上门为老人进
行身体检查，实现了基层医疗机构与三甲
医院的无缝对接。

值得一提的是，“三师一患”服务模式

不仅为宋先生解决了就医难题，更让他对
健康知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各方的共
同努力下，宋先生的身体逐渐恢复。“以前
康复只能去大医院，不太方便。现在好
了，在社区就能得到专业的康复治疗。医
生还定期上门，我心里特别踏实。”宋先生

说。现如今，老人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
惯，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有了更清晰的
认识。

为持续提升社区群众健康水平，扎实
推动全民健康管理工程，泰安市中心医院
积 极 推 动“ 三 师 一 患 ”服 务 模 式 进 社

区，将“小病社区治、大病医院医、康复回
社区”的理念落到实处。未来，医院将持续
优化服务模式，积极协助社区医疗机构开
展健康管理服务，为群众提供更丰富的健
康 服 务 ，让 越 来 越 多 群 众 享 受 到 健 康
福祉。

社区医生上门复查老人身体状况。 通讯员供图

泰山长安园“00 后”碑
刻师李荣斌的故事在“望岳
阅人间”公众号发布后，我
收到了这样一条留言——应
该也是这个小伙子帮我刻下
了我的名字，长安园里有花
有草有树，有清风有碑文有
流 水 ， 有 阳 光 有 台 阶 有 明
媚。于我而言，那是我父亲
的家。

陵园、墓地，犹如生死交
界处，听起来就阴恻恻的地
方 。说 实 话 ，在 这 次 采 访 之
前，我特意找出了本命年的
红 色 衣 服 ，给 自 己 加 了 一
层“金钟罩”。然而当我真正走
进泰山长安园时，所有的忐忑
都被墓园的人和景融化了，这
里分明有着最浓烈的热爱。

山东农业大学园林景观
设计专业的许晓霞从事墓园
规划设计工作 20 余年，曾经
课堂上学习的城市景观设计
的知识已经融会贯通到泰山
长安园的角角落落。每天清
晨 ， 当 第 一 缕 阳 光 穿 透 薄
雾 ， 许 晓 霞 就 已 经 抵 达 墓
区。她习惯性地绕着园区走
上一圈，这既是晨练，也是
一次细致的巡查。

在观光车上，一身职业
装的许晓霞用饱含情感的语
气 向 我 们 介 绍 着 这 一 片 土
地——“咱们园区，从进门
开 始 是 一 条 中 轴 线 的 布
局。”“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
是三环路，主要的景点、人
文景观，包括墓区，都是被
这 条 三 环 路 串 联 在 一 起
的 。”“ 前 面 就 到 了 玫 瑰

园，象征着永恒的爱情。”在
她的眼中，这里不是冰冷的
墓园，而是一个充满生命力
的纪念园。

然而，刚刚入行时，许
晓霞跟大多数人一样，用异
样的眼光打量这个行业，在
亲朋好友面前会不愿意提及
自 己 的 工 作 ， 觉 得 低 人 一
等。工作多年后，许晓霞觉
得 自 己 更 像 在 做 善 事 ， 她
说 ， 墓 园 相 较 于 “ 逝 者 安
息”，还有更重要的一层作
用，那就是“抚慰生者”。她
不仅需要对逝者的一生进行
总结，让他变成一块纪念性
的 墓 碑 ， 更 需 要 通 过 墓
园、碑刻设计实现对活着人
的一种安慰和精神延续。

在墓园内，有一块雕刻
着 杭 州 美 景 的 特 殊 碑
刻。“这块墓碑用的是老人
家乡的石头，采用影雕技术
雕刻了老人生前喜欢的杭州
景色。”许晓霞说，这位逝
者生前是一位爱好传统文化
的学者，在杭州工作生活多
年，过世后逝者家属选择让
老人落叶归根回到泰安，在
与 家 属 商 讨 墓 碑 设 计 方 案
时，她的这一方案让家属瞬
间红了眼眶。

在泰山长安园，许晓霞
用专业和爱心，将冰冷的石
材 变 成 了 温 暖 的 记 忆 载
体。20 多年来，她见证了太
多 感 人 的 故 事 ， 也 渐 渐 明
白，墓园，其实是在为生者
和逝者搭建一座跨越时空的
桥梁。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愿意进入墓园工作，不像
许晓霞当年那样需要克服心
理障碍，“90 后”“00 后”的
工作者们，带着全新的生活
态度走进这个行业——喜欢
就 是 喜 欢 ， 不 需 要 过 多 解
释。如果朋友接受不了，那
就不是真正的朋友。

今年刚满 25 周岁的葬礼
礼仪师梁文嘉和程龙是一对
即将结婚的小情侣，从事殡葬
礼仪工作已经六七年了。程龙
说，他们的工作是以帮助他人
为目的，通过专业的仪式引
导 ，帮 助 逝 者 家 属 走 出 悲
伤，重拾对生活的希望。

采访中，对于我针对行
业刨根问底的提问，梁文嘉
直接表达：“我觉得你们把这
个行业看得太……”随后用
惯常的平稳语气说道，“每次
服务结束，看到家属情绪逐
渐平复，并给予我们肯定的
反馈，那种满足感是其他工
作给不了的。”

当天采访结束时，梁文
嘉 特 别 热 情 真 挚 地 邀 请 我
们，“过几天满园的花就开
了，非常漂亮，到时候你们
带着家人来玩。”闻言，我心
中瞬间腾起尴尬，觉得她这
份邀请过于突兀。看到读者
的留言，梁文嘉的邀请犹在
耳边，或许，那些关于死亡
的成见，终将被这里的生机
与热爱，温柔地改写。（本期
话题由泰山学院文传学院毛
琦玮、陆传洋、邱文龙共同
参与完成）

墓园——

“于我而言，那是父亲的家”
记录者 秦承娇

梁文嘉（右）和程龙正在沟通葬礼的细节。
记者 隋翔 摄

墓园规划师许晓霞在展示墓园设计理念。
记者 隋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