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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农民的儿子，幼年残疾，但身残
志坚，习惯了一步一个脚印前行。他是仁
医，看的是病、给的是情，用一颗赤诚之
心奉献社会。山东胜颐投资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于胜颐，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
对生命的热爱，在创业路上开辟出一片
天地。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沁

　　日前，记者在昌乐宝城医院外科病房见到了于胜
颐，他拄着拐杖行走在各个病房之间，逐一询问患者的
恢复情况并给出康复指导。在完成查房工作后，他立即
召集员工开会，确定重点病患的后续诊疗方案。
　　1970年农历腊月，于胜颐出生在昌乐县五图街道小
解召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八个月大时被确诊患上
小儿麻痹症，从那以后全家踏上艰难的求医之路。经过
矫正手术、胫骨延长手术等5次大型手术治疗后，于胜
颐从最初爬着前进到后来艰难地扶着凳子站立、拄着双
拐移动，如今可以拄着单拐行走。“如果没有亲朋好友
和全村人的帮助，我的身体无法恢复到现在的程度，更
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于胜颐满怀感激地说。
　　1990年夏天，从原潍坊卫生学校临床专业毕业的于
胜颐，放弃学校分配的“铁饭碗”，毅然回到小解召村
开了一间小小的卫生室。谈及其中的原因，他表示，那
个年代自己的家乡没有诊所，乡亲们看病需要走很远的
路去附近村庄找医生，他想用所学知识回报家乡。
　　于胜颐靠着朋友们凑的500元钱盖起三间诊室，以
半赊欠的方式将药品及诊疗用具配置齐全，艰难地迈出
事业的第一步。
　 诊断免费，药品售价仅稍高于进价，遇到家庭困难
的村民看病，于胜颐索性全部免费。他骑着全家凑钱买
的摩托车，跑遍全村甚至附近村庄，上门为行动不便的
乡亲诊治。那几年，他每月收入只有几百元。“回乡创
业不为赚钱，就是为了回报乡邻。”于胜颐说。

回乡开卫生室，以己所学回报乡亲

　　从医最初的几年里，于胜颐遇到患有颈肩腰腿疼的
病患，因为能力有限，往往爱莫能助。1995年至1998年
间，他遍访全国的中医骨病治疗名医、自学医学书籍，
总结出一整套骨病治疗方案，创办颈肩腰腿疼专科门
诊，解决了当地百姓为治疗骨病四处奔波求医的难题。
　　经过数年的经验积累，于胜颐的骨病治疗水平稳步
提升。2003年，他开办了昌乐县第一家民营骨病专科医
院，2007年整体搬迁至县城，建立昌乐宝城医院，安排
就业岗位80余个。
　　因为自己身体的特殊性，于胜颐愈发关注残疾人的
生活。他联合昌乐县残联设立残疾人康复中心，为当地
的残疾人及困难群众免费查体5万余人次，先后设立脑
瘫儿童康复中心，成立养老康复中心，还成立潍坊市阳
光残疾人托养中心，承接全市重度肢体残疾人和重度精
神残疾人托养工作。
  30多年来，于胜颐拖着残疾的躯体奋战在医疗、康
养、助残等领域，资助和无偿帮助过的病患和困境家庭
不计其数。尽管已经走过半生，但在他的心中仍有一幅
创业蓝图——— 创新医康养综合服务模式，建设集社区综
合医疗、残疾人托养康复、集中养老照护、困境未成年
人托养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实现老有所养、病有
所医。

已经年过半百，仍在绘制创业蓝图

　　有人说，到一个地方旅行一定要去打
卡美食街，它是有着专属记忆的博物馆，
民生百态尽藏其中。在寒亭区开元街道西
虹市美食街，有一家特色油饼店，每天到
了午餐和晚餐时段，顾客都会排起长队。
日前，记者采访了37岁的店主郑治中，了
解他从老家河南来潍坊创业的故事。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晓杰

　　郑治中的油饼店位于寒亭区开元街道西虹市美食
街中段。每天早晨7时，郑治中和妻子刘敏便会早早来
到店里，打扫卫生、和面、准备配料，开始一天的
忙碌。
　　“我们主要卖葱油饼、酱香饼，还有美味鸡汤。”
郑治中说，他的老家在河南省信阳市，之前以开挖掘机
为业。2019年，他和妻子来到潍坊创业，从事餐饮行
业。2022年，他来到西虹市美食街，开起这家特色油饼
店，因为是现做现卖，加之原材料新鲜，口感外酥内
软、香气四溢，俘获了众多食客的味蕾。
　　“平时，我们两口子分工很明确，我负责做油饼、
烙饼，妻子负责熬制鸡汤和为顾客服务。”郑治中说，
揉面团是做油饼的关键步骤，揉好面团烙出来的油饼才
酥脆。
　　和面、醒面，郑治中将醒好的面揪成一个个面
团，用手顺势一按，再重重甩在桌上，面团立刻成了
一个直径在50厘米左右的面饼，抓一把油抹在面饼
上，再抓一撮盐抹匀，最后撒上一把葱花，用擀面杖
擀成厚薄均匀的面饼后，平整地放到烧热的平底
锅内。
　　伴随着油饼在平底锅里发出“滋滋”的响声，青葱
与面混合的香味扑鼻而来。5分钟后，油饼的两面都被
烙得金黄，香气扑鼻，郑治中挪开平底锅盖，将烙好的
葱油饼整齐地放到柜台上。刘敏顺势将烙好的葱油饼切
成块，等待顾客的到来。

转行卖油饼，俘获众多食客味蕾

不断创新，开发新口味满足消费者
　　“我们家从爷爷辈开始在集市上卖油饼，后来父亲
接过接力棒，我从小跟着赶集，也掌握了其中的诀
窍。”郑治中说，他来潍坊后，选择做纯正的家乡油
饼。父母对此非常支持，在老家帮忙照看孩子，为他们
解除了后顾之忧。
　　夫妻二人在潍坊创业，虽然辛苦，但很充实。每天
上午8时开始做饼，一直忙到晚上8时，一天几乎不停，
辛勤的劳动也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我经常来买他们家的葱油饼，特别好吃，我们全
家都喜欢吃。”家住附近的王女士说，基本每次来买都
要排队，特别是放学和下班的时间段，人格外多。
　　“以前，我们单一做油饼，现在为满足不同消费者
的需求开发了很多新口味，有酱香味、香芋味、芝麻味
等。”刘敏说，他们的酱是用家传秘方制作的，做出来
的酱香饼格外有滋味。
　　“做生意和交朋友一样，要真诚，将心比心。”郑
治中说，来潍坊创业后，他认识了很多在潍坊打拼的老
乡，也结交了很多潍坊本地的朋友，他们的热情、豁
达、真诚感染着他。在他们的帮助下，他的生意变得格
外好。
　　谈及未来的规划，郑治中希望在传承特色的同时，
不断创新口味，赢得更多消费者的信任，打造出自己的
油饼品牌，在潍坊扎根、发展。

于胜颐（左）在查房。

郑治中展示新出锅的油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