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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读书，田莉有着说不完
的故事。

“小时候，最幸福的时光是听
父亲讲《三国演义》。”田莉说，那
时家里生活拮据，没有闲钱买书，
父亲在单位看完报纸，就把趣味
性强的知识记在脑子里，下班回
家后，讲给孩子们听。尤其是《三
国演义》里面的人物，他看后可以
成章成节地背着讲述。每次讲
完，兄妹们总会意犹未尽地问父
亲同一个问题：“后来呢？”父亲会
神秘地一笑：“且听下回分解。”

“我爱读书的种子，就是那时被父
亲种到了心里。”

1980 年，父亲给田莉买了人
生 中 的 第 一 本 书 ——《文 学 概
论》。那是一本平装书，书封设计
朴素，文中字迹不大，价格 1.2
元。这本书犹如一把钥匙，打开
了她阅读的大门。

“读完《文学概论》后，我到市
图书馆花 3 元钱办了一张借书
卡。”田莉说，每次从窗口借完书，
她都会去阅览室翻翻报纸杂志。
那时，图书馆的阅览室面积不大，
座位也很有限，遇上节假日读者
较多时，她就带着借到的书直接
回家。为了少花租金、多看几本
书，她的包里总是装着一本书，工
作之余就打开仔细阅读。

1996 年，西市区五台子街道
建新社区成立了图书室，田莉看
书有了新去处，成了社区图书室
的常客。在2004年我市举办的读
书节活动中，田莉被建新社区推
荐为阅读典型，她 20 多年来写下
的读书笔记、制作的读书卡被社
区收藏，并专门设置了展览区予
以展出。截至今日，田莉累计举
办读书报告会 13 场，受到听众的
广泛好评。

妈妈言传身教，儿子也喜欢
上了阅读。孩子 11 岁时，田莉送
给他的第一本书是《张海迪的故
事》。“彩色印刷，字迹大小适中，
印刷清晰，价格才十多块钱。”田
莉说，孩子收到书后非常喜欢，没
几天就读完了，央求妈妈再买几
本。于是，她又给买了《雷锋的故
事》《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等。

在妈妈的影响下，孩子不但
成绩优异，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很
突出：小学期间入团，高中阶段入
党，读大学时两次获得“立志”奖

学金。如今在部队，
已是副团职干部。

2017 年，田莉又
来到西市区图书馆读
书。这里不但有各种

书籍，还有多种报刊、杂志，后来
又增加了十多台电脑供读者学习
使用。

2019年，营口图书大厦正式
对外开放。田莉说：“图书大厦
外观现代气派，内部设置齐全，
阅读环境优雅，光阅览座席就有
上千个，还设有电子阅览室，可
以满足各个年龄层阅读者的需
求。能拥有这样一个阅读场所，
对于我市的读书爱好者来说，真
是太幸福了！”

同年，田莉加入学习强国学
习，如今学习积分已达6万多。每
天读书至少1小时，已成为她的生
活习惯。在阅读中获得的知识，
让她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乐趣
无穷。

通过采访市图书馆、市少儿
图书馆记者了解到，改革开放 45
年来，我市公共阅读场馆的发展
突飞猛进。

1984年，市图书馆从原“满铁
图书馆”旧址（市少儿图书馆旧
址）搬迁至营口市渤海大街东 6
号，同年对读者开放。主楼建筑
面 积 3340 平 方 米 。 藏 书 40 万
册。1999 年，该馆对馆藏书目数
据进行加工，2000 年实现了从封
闭式向开放式管理，从手工管理
向计算机管理的转变。

2007 年，该馆搬迁至站前区
公园路10号，新址建筑面积12000
余平方米，藏书50万册，后增加到
63万册。2009年建成省内一流的
盲文有声读物阅览室，引进触摸
屏读报机、手持电子阅读器、手机
移动图书馆等新媒体服务形式，
承办了辽宁省首家文化信息网站

“营口文广信息网”和“营口市图
书馆网站”，同年被评为国家一级
图书馆。

2019 年，市图书馆新馆面向
市民开放。建筑面积 2.1 万平方
米，现藏书90万册。拥有1.3万平
超大服务空间，20 个对外服务窗
口，设置阅览座席2670个、配置读

者计算机108台、触屏式阅读设备
9台、触屏式自助借还设备5台、信
息节点 1200 个。设立了 24 小时
自助图书馆和 24 小时城市书房，
全年365天免费开放。

该馆不断创新服务手段，现
已形成“辽海讲坛”“云上荐读”

“情暖夕阳”“书香惠民”等13个特
色品牌，推出“图图帮你办”文化
点单服务新模式，成为大力推进
全民阅读服务的主阵地。

如今，市图书馆正向智慧图
书馆迈进。引进包括人脸识别、
身份证识别、医保卡识别、二维码
识别、智慧化阅读触屏设备、沉浸
式阅读太空舱等智慧化应用系统
和设备。智慧化应用场景建设也
有新突破，市民将体验到包括智
能问答及导览机器人、智慧书架、
智慧数字人屏、瀑布流阅读屏等
更多的智慧化、沉浸式的阅读、学
习和互动体验服务。

2023 年，预计市图书馆的读
者接待量将达100万人次，线上线
下各类数字资源及阅读推广活动
440余场。

成立于1983年的市少年儿童
图书馆原馆舍总面积 1625 平方
米，2017 年迁入营口图书大厦，
2019年正式开放。新馆建筑面积
4326平方米，使用面积2662平方
米，总藏书量30万册，订购报刊
近300种。

该馆充分开发线上线下数
字资源，构建营口地区少年儿
童数字化阅读体验基地。能够
沉浸式体验的电子书法桌可以
练习用软笔写字，通过 3D 海洋
投 屏 能 够 看 到 多 彩 的 海 洋 生
物，在朗读亭可以了解自己的
朗读水平、通过练习提高朗读
技巧。利用 AR 互动机器可以和
恐龙、蝴蝶等进行互动……让
孩子们感受到科技的魅力，培
养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

截至 2023 年，市少儿图书馆
形成了以儿童文学、低幼启蒙、绘
本、科普读物、妇幼健康保健、艺
术、教育、历史、百科类为主的特
色馆藏体系，“小海豚”绘本馆已
成为营口地区绘本藏书最丰富，
品种最全的儿童阅读场所。

医疗世家谈变化
本报记者 孙文茹 王晓叶

田莉读书记
本报记者 赵 颖

产科大夫的感慨

“以前，我家住在原中医院
（现永红市场）附近，医院是栋三
层高的楼。”1981 年出生的市民
李林回忆说，那时，病房里没有单
独卫生间，公共卫生间在外面走
廊的尽头。由于使用频繁，没法及
时打理，一进病区，就能闻到厕所
味儿。“现在的医院，高楼大厦，
环境整洁，病房里不仅有卫生间，
还有心电监测、空调、升降床等，
现代化设施齐全。”

说起医疗的变化，技术的进步
更令人感叹。11月24日一早，记者
来到营口方大医院产二科医生办
公室。刚刚下夜班的刘素萍主任匆
匆扒拉了一口早饭，正准备下楼进
入手术室，为一名孕妇做剖宫产手
术。利用术前十几分钟短暂的时
间，记者与之作了交谈。

刘素萍1987年参加工作，从普
通医生到产科主任，已工作了 36
年。“参加工作时，我住在原市妇产
儿童医院3楼宿舍，2楼是病房，1楼
是门诊。那时候，各科室分得不是特
别详细，妇科、产科、计划生育科、门
诊病房我都轮过。”随着时间流逝，
医院逐渐开始分科细化，“我就选择
了产科，并一直工作到现在。”

刘素萍说，经过几十年发展，
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曾经
医生看病的“老三样”，早已“鸟枪
换大炮”，现在是核磁、CT及腹腔
镜、关节镜、膀胱镜、宫腔镜等检查
手段，微创、无创手术取代了过去
的传统手术。“拿剖宫产手术来说，
技术也有变化：以前皮肤切口是大
竖口，疤痕非常明显。医疗技术提
高后，产妇们很快接受了横切口，
疤痕不那么明显了，也易于愈合。”
刘素萍说，“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
子宫切口缝线用的是羊肠线，不仅
硬还不好吸收。随着技术的进步，
手术时间不但大大缩短，术后也不
再需要拆线（可被人体逐渐吸收），
恢复效果也更好了。”

一家三代的传承
“也许是耳濡目染吧，妈妈、舅

舅都是医生，所以，我从小就觉得，
自己长大了也应
该当医生。”刘素
萍的儿子、今年
34岁的麻醉医师
高也说，他小时

候经常跟着妈妈去医院，“看到妈
妈和其他同事救人的样子，我觉得
他们很伟大，希望将来自己也能成
为其中一员。”

刘素萍感叹，医生家的孩子大
部分都没有普通人家照顾得那么
精细，“在医院里，没有多少人认识
我这个年轻医生，但是，都熟悉这
个总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听他
说自己将来想从医，做母亲的当然
支持。他性格稳重，做事认真，我觉
得这是医生应具备的品质。儿子学
医后，看到他在家拿着模型进行缝
合练习时动作标准，我觉得，儿子
的选择没错！”

刘素萍说，如今，儿子也成了
一名医生，一家人在饭桌上聊得最
多的，就是病人和医院的事儿。

“昨天晚上，我们母子俩都值
夜班，节假日更是经常赶在一起。
做医生，的确非常辛苦。”刘素萍告
诉记者，“但是，每次看到经过自己
和同事的努力，迎接新生命的到
来，那份喜悦是无以言表的，就会
从心底感到自豪。记得有一次，我
从手术室出来，看见一家三口站在
手术室门口，上前一问，父母带着
年幼的孩子来医院是想告诉他，你
就是从这儿出生的，正是这位奶奶
把你从妈妈肚子里取出来的。”刘
素萍笑着说，那一刻，她更深切地
感受到了医生这一职业的崇高。

采访结束前，高也悄悄向记者
透露了一个秘密：他的儿子出生后，
来到人世间做的第一个动作是——
用小手紧紧抓住医生手中的止血
钳。“这就是一个预示、一种传承
吧。”穿着手术服、戴着口罩的高也
眼含笑意，“日常生活中，儿子最喜
欢让我给他买医疗类的玩具。”

日新月异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我父亲崔树

明在市结核病医院工作，医院整合
后，仍旧留在这里，前几年退休。我
从小在这个院子里长大，2005年参
加工作。”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办主
任崔波向记者介绍说，“刚来医院
时，各方面条件跟现在根本比不
了。就拿交通工具来说吧，那时候，
医院附近荒无人烟，骑自行车路

途太远，出租车很少过来，私家车
还没普及，所以，我们每天都得按
点儿坐着医院通勤车上下班。现
在，238 路、501 路公交线路有了
以‘第三医院’命名的站点；医院
建起了专门的病房楼、门诊楼，仪
器设备也更新了好几代……”

跟随改革开放的步伐一路前
行的刘家母子、崔家父女，同我们
一起见证着我市医疗事业的发展
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不断深化
医疗体制改革，推动优质医疗资源
均衡布局，全面提升全市医疗服务
水平和重大疾病防治能力，努力为
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连
续、便捷、满意的健康服务。

新一轮医改实施至今，我市瞄
准前沿，大力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聚焦基层，构建城乡健康服务
新格局。截至目前，全市共建乡镇
卫生院 18 所、村卫生室 463 所，逐
步形成了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
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
式，县域医疗卫生整体服务能力、
资源利用效率、医疗机构综合实力
显著提升。

2023年5月，市疾病预防控制
局挂牌成立，实现了疾控体系系统
重塑，资源有效整合。9月，市第四
人民医院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成立，
全新升级的设施设备和现代化心
理治疗诊疗体系，可提供全方位
的、优质的精神心理诊疗服务。10
月，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医院
挂牌更名为营口市人民医院，市区
共建、南北均衡发展的新格局，提
升了全地区医疗服务水平；市第三
人民医院综合诊治大楼正式启用，
有效改善传染病专科医院诊疗项
目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增强了我市
传染病救治及突发公共卫生应急
救治能力；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整
体易址新建，完成东北地区首个医
疗救援停机坪和停机库建设项目
和居于省内前列的 120 指挥调度
系统和洗消库，构筑了高效运转的
海、陆、空三维救援体系。

如今，通过互联网医疗平台，
群众也能问诊大城市的知名专家。
视频连线远程会诊、“互联网+”复
诊购药、电子医保支付、在线健康
科普……蓬勃发展的“云医疗”，
为更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健康

需求奉献科技
智慧。

系 列 深 度 报 道 “ 家 底 儿 ” ③

田莉向记者展示多年来写下的读书笔记。

其乐融融的刘素萍一家三代人其乐融融的刘素萍一家三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