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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腿驼背守护乡亲健康19年

2015感动济南年

度人物大型推选活动

11月17日启动。即日

起,欢迎市民、社会团

体以及企事业单位推

荐感动人物候选人。

助人为乐、见义勇为、

诚实守信、敬业奉献、

孝老爱亲 ,这些可贵

的品质都可以成为提

名候选人的理由。

他们可以是做出

惊 天 动 地 大 事 的 英

雄 ,也可以是某个细

节让人特别温暖的普

通市民。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特征 :温暖着

你我,感动了济南。

◇推荐标准

1 .人物事件发生

在本年度 ,或者人物

在本年度引起广泛关

注。

2 .被推选人物需

要具备良好的道德修

养 ,不违背社会公序

良俗。

3 .人物或事件与

济南有关联。

◇参与方式

1 .拨打96709热
线。

2 .拨打12345市
民服务热线。

3 . 发 送 邮 件 至

g a n d o n g j i n a n @
1 2 6 . c o m ,主题注明

“感动人物提名”。

4 .@生活日报新

浪官方微博或私信。

5 .搜索“生活日

报”关注本报官方微

信公众号 ,点击子菜

单“爱生活”推荐你心

中的感动人物。

6 、登录爱生活

APP,点击活动专题。

注 :推荐时 ,请写

明推荐人、被推荐人

姓名、联系方式,以及

被推荐人事迹介绍。

感动人物
等你推荐

候选人 最美乡医 刘得山

□记者 段婷婷 王健

推荐理由：今年45岁的刘得山

是济南市市中区兴隆街道办事处王

家村的一名乡村医生，他先天驼背，

身高只有1 . 5米左右，右腿先天畸

形，出生时就没有小腿，现在只能靠

假肢艰难行走。

刘得山家庭贫困，而且要赡养

多位老人。他的妻子由于个子矮小，

也没法从事体力劳动。

从小就深刻体会到了偏远农村

缺医少药的现实，刘得山立志学医，

为家人和乡亲们解除病痛。初中毕

业后，他读了山东科技中等专业医

师班。凭着对医学的执着追求，刘得

山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四

年的学医路。1996年毕业后，刘得

山回村开了一家小诊所。

19年来，他跑遍了本村和周边

几个村子的每一条小路，熟悉每一

户村民的身体健康情况。有一年冬

天半夜，附近村里一位瘫痪老人发

高烧抽风，刘得山了解情况后立刻

背上药箱出门，一路上摔了好几跤,
腿部血液流通不畅，冻得都出了血。

走了一个多小时，他才走到患者家

里，没来得及弹下身上的雪他就开

始为老人治疗。

刘得山2007年获评“济南市道

德模范”，2009年被评为“山东省道

德模范”，2012年被评为“山东十大

慈孝人物”，2011—2014年被评为

“市中农村卫生工作先进个人”。

倾尽心血只为指尖的“皮鞋艺术”

候选人 追梦鞋匠 彭仕增

一家清贫传承五个非遗项目

候选人 太平拳掌门 王大庆

□记者 张淑芬

推荐理由：2015年8月，《中国梦

想秀》的舞台迎来一位名叫彭仕增

的追梦人。55岁的他将一只只皮鞋

浓缩于指尖之上，富有想象力的“小

皮鞋”造型令现场观众为之感叹。

彭仕增，原济南皮鞋厂的一名

高级设计师。上世纪90年代下岗后，

他迫于生计四处打工，但心中从未

放下对制鞋的热爱。2013年7月，彭

仕增开始制作微型皮鞋。

在槐荫区西街工坊假山后面，

一处窄小的门头房并不惹眼。屋门

口冲窗户的地方，一米见方的小桌

上摆满了零散的工具、皮具。这里算

是老彭的工作间 ,传说中的“小皮

鞋”就放在相邻的“陈列室”——— 同

样窄小的一间屋子。

在彭仕增的心里，这一只只小

皮鞋就像他的孩子，里面凝结着岁

月和血汗。但如今，他有些力不从

心。为了设计微型皮鞋，两年多时间

他已将家底掏空，前前后后已花了

不下十万块钱。

开业至今，彭仕增的微型皮鞋

一只也没卖出去。开始是没人买，现

在是他不舍得卖。“我想寻找合作伙

伴，把手工微型皮鞋推向市场，将这

门老手艺传承下去。”彭仕增说。

不忘使命把快乐送给台下观众

候选人 曲艺名家 张存珠

□记者 于洋

推荐理由：曲艺名家，单口相

声大师，老艺术家，司仪泰斗……

对于张存珠来说，这些头衔他哪个

都担当得起。但是，让人想不到的

是，如今已经74岁的他却过着不为

人知的艰辛晚年。

“两室两房一廊，一间卧室，一间

杂物室，一个厨房，一个茅房，一个小

走廊，总共40多平方的屋子。”虽然住

的不宽敞，但是老先生说他跟老伴儿

很知足。老伴儿几年前因为“家事儿”

患上了抑郁症，张存珠便常年不曾离

开老伴儿半步，即使每天去小剧场演

出，也要拉着老伴儿。张存珠前两年

也曾做过两次心脏的大手术，两次手

术花了20多万，好不容易才渡过难

关。老两口从不逛超市，即使在菜市

场也绝对是“顶扣儿”的。甚至，他能

把演出现场的“剩饭”捡回家。“演出

结束后，老爷子肯定会把剩下的包子

带回去。”李涛说。

张存珠说，从14岁开始，他从

艺已经半个多世纪，曲艺几乎成了

他人生的全部。芙蓉馆馆主李涛这

样评价他：“他一上台就不是自己

了，必须得‘拉着’他，不然一两个

小时就下去了，谁叫也停不下。”

“在台上我就是演员，这是我

的工作，我的使命就是给买票的观

众送去快乐。”张存珠说。

刘得山给母亲喂药。 资料片

王大庆在教弟子习武。 记者 王鑫 摄

彭仕增倾尽心血只为指尖的“皮鞋艺术”。 记者 王鑫 摄

张存珠把一直帮助他的李涛的报道小心裱起来。 记者 于洋 摄

困境中坚守 让梦想闪闪发亮
他们拥有不一样的人生，却一样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

□记者 王倩

推荐理由：办学堂、搞公益表

演，王大庆一家人传承着五个家传

非遗项目：太平拳、独轮车、舞龙、孔

村舞狮和任侠王翀宇的传说。王翀

宇是太平拳的创派始祖，太平拳自

明末清初传承下来，平阴县孔村镇

的王大庆已是第十一代传人。这位

年近60岁的掌门人教拳传艺多年，

虽然“不挣钱、光赔钱”，但他从孩子

们身上看到的是非遗项目后继有

人。“这就够了。”他说。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外地谋生的

王大庆辞职回乡，在家里办起了学

堂。一直到1990年代末，王家绝学遵循

的依然是家族式传播。那时王大庆所

做的更多的是完成“家族使命”。时代

在变，做人做事的根本不变。越来越

多家族之外的孩子前来学艺，父母们

既希望娃娃强身健体，更相信“在王

师傅这里学不了坏。”

2010年10月，太平拳成功入选

第三批市级非遗，王家学堂也彻底

打开大门面向家族外弟子。2012年
12月《平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

出版，其中记录了太平拳、孔村舞

狮、舞龙、任侠王翀宇的传说等。在

民间悄悄流传300多年的功夫，终于

定格为公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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