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嘴里有4颗牙掉了好几年
了，牙龈上有黑线，而且缝隙里
经常塞牙，现在牙周脓肿，周围
的牙齿也受到了影响，不知道怎
么办。”很多济南市民打来爱牙
热线时表示，“自己对牙齿问题
一直不关注，最近几年好几颗牙
齿出现了松动，吃饭都费力，才
觉得是时候要好好看看牙了。”

四月济南市民
口腔爱牙热

四月春光烂漫，温度适
宜，“老烂牙”修复亦是如
此。上期，拜博口腔开启春季
缺牙关爱活动后，报名疑难缺
牙专场讲座的人达数十位，我
们从活动现场了解到，很多中
老年朋友为了修复自己的一口
老掉牙，已经跑了好多家口腔

机构，大家表示看牙也要货比
三家，看看谁的方案好，更适
合自己的需求。

修复方式新体验
半口无牙修复成为可能

“最近经常遇到缺牙时间
长、修复体过期、口腔环境
差、牙槽骨稀薄的患者，这也
是目前大多数老年朋友的口腔
特点。”拜博口腔种植专业医
生说道，很多患者都在寻求经
济、舒适的修复方式。

“传统的修复，特别是近几
年流行的有牙根的修复，缺牙
多、修复的多、花费也多，有的老
人即便有经济实力，也受不起大
量植骨、翻瓣、缝合的罪，老人的
身体也没办法消受。”针对这些
患者的需求，口腔种植一直在

不断突破更新，“现在修复方
式从精准度、安全性、舒适性
等方面、更适合缺牙多、口腔
条件复杂的老人。”

缺牙怎么修复差别大
来听专业医生怎么说

缺牙修复就如种树一样，好
的技术配上好的专业医生，新
牙才能长久稳定使用。耐用耐
嚼的好牙才是晚年口福的标
配。如何让缺牙修复更人性、
更靠谱？本周六，拜博口腔特
邀省内知名种植专业医生为市
民进行线上科普宣教，提供全
方面的修复方案建议。

爱牙福利

1、特邀知名口腔专业医生

面对面设计种牙方案。
2、进口种植体低至1999元每

颗，到院有机会抽取免费种植名
额。

3、免费申领精美茶具一套。

4、牙齿缺失多、半口或全口
缺牙者，提供针对性建议。

5、报名咨询电话：0 5 3 1-
8 2 3 8 9 8 8 8

济医广审字[2020]第0924-180号

缺牙如何修复更经济、更好用
4月24日 种植牙大讲堂 现场抽免费种植牙 咨询电话：0531-8 2 3 8 9 8 8 8

自掏百多万建起红色记忆馆
搜集故事编写书籍，他坚持了30多年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薛瑞 江焕冉

收集历史故事
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在东平县东平街道东北有一
个普通古老的村庄，相传因北宋真
宗皇帝赵恒封禅泰山时在此停留
驻驾，故取名驻驾村。驻驾村内的
古建筑群有50余间房屋，多数建于
明清及民国时期，建筑风格独具特
色。据老一辈人介绍，战争时期，这
里曾涌现出很多抗战英雄，也因此
留下一个又一个抗战故事。这既是
个千年古村落，也是抗战时期的红
色圣地。1965年，许洪胜就出生在
这里的一个贫农家庭。

上世纪30年代末，许洪胜的父
亲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那
时，罗荣桓、陈光带一一五师部分
官兵进山东时曾驻扎到东平，面对
日伪军的“扫荡”，虽然未直接参与
战争，但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动荡年
代，许洪胜的父亲和乡亲们多次进
入深山老林疏散伤员，隐藏粮草，
为抗战部队传递重要情报。在许洪
胜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和家中老人
经常会将他们所亲历的战争和苦
难讲给他听，耳濡目染的岁月里，
懵懂中，一颗“红色”的种子在他心
中悄然扎下根。

不知不觉中，许洪胜被“红
色”情结牵引，而这种牵引竟成
了他35年来的执着。

1985年参加工作后，许洪胜
开始搜集整理与革命先烈、红色
历史文化有关的史料、图片，编
写书籍，拍摄成片。多年来，他陆
续建设了红色记忆馆，恢复修缮
东平老三区抗战清泉山会议旧
址、抢救伤员的石屋、隐藏革命
干部的山洞、存放枪枝弹药的地
道等。同时，创作红色歌曲，出版

《东平红色记忆》光盘，举办红色
故事摄影展览……

近日，记者来到东平县城北的
清泉山脚下，这里自然风光独特，
树木茂密，泉水清洌，呼吸自在。

“延安、井冈山这些革命老
区，旅游都搞得很好，长大后我
经常思索，东平也是革命老区，
抗日战争初期，罗荣桓元帅带兵
从黄河西进入东平，开创革命根

据地，留下不少动人的故事和珍
贵的实物，但是怎样让更多人知
道呢？”成年后，传承红色文化的
种子开始在许洪胜心中萌芽，此
后一发不可收拾。“我感觉，自己
有责任把这些故事、历史整理传
承，教育现在的人和后来的人，
让扎根在家乡土地上的红色种
子生根发芽。”许洪胜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

多年以来，许洪胜利用节假
日，四处奔波收集各山区老革命家
的故事。他跑遍了清泉山附近的山
山水水、村村寨寨，走访了近百位
老人，采访了二十几位老革命军
人，查阅了十二家博物馆的抗战资
料，先后挖掘寻找到清泉山抗战故
事30多个，抗战旧址17处。

为让红色基因流淌在每个
家乡儿女的血液中，许洪胜将清
泉山的抗战历史挖掘整理了7个
故事，印刷了一万份红色教育宣
传本，走进附近的中小学讲解红
色故事，播撒红色种子，先后有
千余名中小学生利用节假日或
研学等形式，前来清泉山开展革
命教育，接受红色文化熏陶。

修复革命旧址
吃尽苦头仍意志坚定

许洪胜带领记者来到了他
的老家驻驾村。许家小院是许洪
胜从小长大的地方，至今已有
100多年历史，与小院一墙之隔
就是红色记忆馆。

“来，从这个台阶过去，小心
脚下，慢慢走，咱们现在走着的
小道，可是革命者曾经每天穿
梭、抗战救国的道路！”穿过仅容
一人通过的小道，记者跟随许洪
胜见到了位于驻驾村西侧，由过
去战争年代东平三区和驻驾村
乡的办公旧址三处古宅改建而
成的红色记忆纪念馆。

记者了解到，红色记忆纪念
馆是许洪胜利用驻驾村自家老
宅院，自费投资百多万，自己设
计施工的公益文化场所。“驻驾
村是红色的起点、红色的圣地，
建红色记忆馆能够让我们留住
历史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魂，
传承红色精神。”许洪胜说。

在恢复建设抗战旧址施工中，

家人有过抱怨，亲戚朋友有过不理
解，家人邻居有过议论。去年8月建
设恢复地道时，天气酷热，他天天
盯在工地上，严把质量安全关，每
块石头的安排、每处洞口的设置，
都靠在工地上指挥。地道建好了，
他却变成了一个“紫黑人”，累倒
了。其间尽管有数不尽的苦楚、道
不明的委屈，他依旧毫不动摇。

借助影视力量
挖掘传承红色文化

眼下，许洪胜最忙的一件事，
就是清泉山抗战旧址计划在“五
一”期间开放。跟随许洪胜，记者有
幸来到清泉山抗战旧址的地道先
睹为快，狭窄的通道仅容一人通
过，走在其中需低头弯腰前行，虽
弯弯曲曲，但其中不时有光束射
入，七扭八拐后才走出地道，迎面
而来的阳光让人感觉格外温暖。

“走在这个地道中，你能深刻体验
革命者的艰辛，正如抗战，这过程
中有困难也有光亮，但最终会迎来
阳光。”许洪胜说着、笑着，脸上的
表情踏实而满足。

走进红色记忆纪念馆的展
室，墙上挂着革命烈士人物的事
迹介绍，桌子上摆放着老式收音
机、茶壶，书架上陈列着东平人
文历史故事书，还有许洪胜自己
整理出版的东平故事连载十
册……一处一物，都透露着浓浓
的历史气息。

红色记忆纪念馆院子外一棵
形状奇特的灯塔槐吸引了记者的
注意力，三股树杈中间是一个三角
的石头，石头层叠而起竟有十几
层。许洪胜说，这棵灯塔槐是一位
年过八旬的老党员送给他的。“这
棵灯塔槐代表共产党作为人民灯
塔永远照亮前方，三角形的基石代
表党的执政牢固长久。”

“东平拥有光荣的革命历史
和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为了更
好地挖掘和利用好这一文化‘富
矿’，我计划接下来多借助影视
文化的力量，对红色文化进行深
度挖掘，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剧
本再创作，推出更多红色影视作
品，传承东平红色文化……”谈
到东平的历史文化，许洪胜滔滔
不绝，这或许正是他“东平百科
全书”称呼的由来。

红色记忆馆小档案

红色记忆馆是许洪胜利用
驻驾村自家老宅院，自费投资
100多万元，自己设计施工的公
益文化场所。“驻驾村是红色的
起点、红色的圣地，建红色记忆
馆能够让我们留住历史文化根
脉，守住民族之魂，传承红色精
神。”许洪胜说。

千畴绿景万轴画，满
城苍翠碧无尘。行走在泰
安东平，可以看到碧波荡
漾的东平湖，满山青翠的
山脉丘陵……绿色，俨然
已成为东平高质量发展的
底色。见过了东平的“绿”，
东平的“红”你是否了解？这
就少不了要提起一位35年
坚持点燃东平“红”的人，他
就是东平红色历史的传
播者——— 许洪胜。

许洪胜修缮恢复的抗战期间东平三区办公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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