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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浩然
主治医师
顺达口腔
治疗科主任

口腔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顿涅
茨克国立医科大学；中华口腔医学
会会员，烟台市民营口腔行业协会
理事。精准掌握牙体牙髓科的常
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及治疗，如牙
髓炎、根尖周炎、牙齿外伤、美学树
脂修复、牙齿敏感症、根管再治疗
等。同时擅长特色显微镜根管治
疗术、牙周治疗、牙齿美白、渗透树
脂等项目的诊疗。

口腔科普：
反复牙疼？
根管治疗了解一下

辛庄门诊
辛庄街付1-8号 2117288

幸福门诊
幸福路7-18附6号 6698988

莱山门诊
新苑路50-8号 6710008

南尧门诊
大东路润鼎嘉园商铺6号 6885266

开发区门诊
开发区万达华府7号网点113号

6955518

一城五院·品质如一

顺达名医堂

根管治疗，通过清除根管内炎
症牙髓和坏死物质，进行适当消
毒，填充根管，去除根管内容物对
根尖周围组织的不良刺激，防止发
生根尖周病变，促进根尖周病变的
愈合。如果牙髓病、根尖周病没有
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牙疼逐渐加
重，那么等待牙齿的命运只剩下脱
落或拔除。所以，根管治疗是保住
牙齿的“救命稻草”。

顺达口腔治疗科主任于浩然：

精进口腔技艺，坚守医者初心
学术无界，仁心至上

在乌克兰头部医药大学顿涅茨克
国立医科大学读本科时，于浩然便对口
腔医学有了深入理解，“口腔医生是艺
术、设计与医学的综合体。不仅要精准
解决患者当前的口腔困扰，更以全局性
的视野，精心规划并助力患者重建健康
的口腔系统”。在这份认知下，于浩然
选择继续深造，2015 年攻下硕士学位
后，他回到烟台。

作为当时甚是抢手的“海龟”硕士，
面对众多橄榄枝，于浩然毅然加入顺达
口腔，除了名声在外的口碑和技术，打
动他的直接原因是顺达“明良知、择良
行、做良医”的院训。

顺达精神，引领方向

于浩然深感自己幸运，初涉口腔临
床便跟随烟台口腔界的两位巨匠——
烟台种植领军人物侯守虎与烟台正畸
技术先锋戚仁才研习。两位院长专业
技能十分精湛，是于浩然学术与技术成
长的坚实后盾。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于
浩然快速成长，在视野的拓展与治疗理
念的深化上受益匪浅。

自于浩然入职以来，院长常在会议
上强调：“要发挥自己所学的更大价值，
不遗余力地为老百姓口腔健康服务。”
起初，于浩然以为这仅是口号，但目睹
戚仁才院长坚决拒绝、辞退带有过度商
业思维的求职者后，他深刻领悟到，“讲
诚信患者至上，创品牌质量为本”不仅
是顺达的宗旨信条，更将成为他行医的
座右铭。

团队力量，护齿健康

在顺达的九年时光里，于浩然从一
名实习医生成长为治疗科主任。如今，
他不仅是一位技术备受患者认可的资
深牙医，更能带领着一支高素质的治疗
团队，致力于为更多患者提供优质、高
效的口腔医疗服务。

25年里，门诊部从一到五、团队从
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顺达口腔依靠
医疗技术，打破了消费者对民营诊所的
偏见，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帮助百姓解
决口腔问题、重获健康好口福，这样的
成就感始终鼓舞着顺达口腔的每个医
生不断前行。

谈及未来，于浩然有着朴素的愿
景：希望顺达能帮助更多口腔疾病患
者，让大家都看得起牙、看得好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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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烟台顺达口腔，有这样一位医
者，他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初心、不断
追求技艺精进，用每一次精准的治
疗，诠释着“患者至上”的意义。他就
是顺达口腔治疗科主任——于浩然，
一位精益求精的牙医。

医患温情，医者信仰

在一篇发表于大小新闻的医生日志
中，顺达口腔于浩然医生记录了一则温
馨医案——一牙病患者屡治无果，被要
求拔牙，后慕名至顺达。于浩然细心诊
断、创新治疗，最终保住了患牙。面对前
来表示感谢的患者，于浩然内心感到很
欣慰，“以患者为本”的顺达理念影响着
他的每一次看诊，他认为一切得益于院
长日常的严格要求，鞭策他能始终从患
者角度出发，提供最专业的诊疗服务。

与口腔的缘分在求学时开始，但
于浩然对口腔医学的信仰，是在顺
达建立的。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25日电 时值8月，走
进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彩虹布拉克”景区，仿
佛置身于热播剧《我的阿勒泰》中。作为取景地之
一，景区1∶1复刻剧中陈设，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兴致高昂，沉浸式体验剧中场景、购买剧中同款文
创产品、在大草原上拍照留念……

《我的阿勒泰》让阿勒泰成为很多人心中的
“诗和远方”，暑假期间，前来打卡的游客与影迷
络绎不绝。

游客马欣与爱人从江苏南京出发，一路自驾到
阿勒泰。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彩虹布拉克”的草
原上自拍。“我太喜欢这部剧呈现出的辽阔与自由，
想像‘文秀’一样，在大草原上无忧地奔跑，可惜我
的‘巴太’拍不出这种感觉。”马欣戳戳爱人笑着说。

“工作日游客量平均上千人，周末或其他节假
日能达到三千多人。”电视剧上映没多久，哈巴河县
就着手打造“彩虹布拉克”景区。“从无人问津到人
气满满，仅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哈巴河县桦城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秋霞说。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剧迷们穿越屏幕，走进影
视剧拍摄地，完成了从“观众”到“游客”的身份转
变，如何将他们对影视的想象变成现实？实现“影
视+文旅”的双向奔赴？

夏日黄昏，夕阳余晖笼罩新疆阿勒泰，骑着爱
马“踏雪”回到家乡的“巴太”，坐在树下轻轻弹唱
《月光》……不久前，一场由《我的阿勒泰》多位主
创、演员参与的旷野音乐会在阿勒泰哈巴河县白哈
巴村举行。影视剧IP的超长“售后”让不少游客感
慨“不虚此行”。

同时，新疆阿山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推出剧中同
款“砰砰酒”；哈巴河县雅居床服有限责任公司上架

“文秀奶奶”同款服饰；旅行社结合剧情，推出阿勒
泰夏牧场牧民体验一日游、喀纳斯景区两日游等多
条旅游线路……阿勒泰地区一系列举措，让“诗和

远方”具体可见。
创新文旅联动模式、搭建文旅新场景、衍生周

边文创产品。《我的阿勒泰》总编审王兆楠认为，阿
勒泰地区通过对影视IP的全链条开发，不断拓展
其延展性和生命力，在创造更多市场价值的同时，
也为游客提供更持久和丰富的情绪价值。

“我们将捡牛粪生火、制作本地美食等电视剧
中场景融入旅游体验设计中，使观光游向体验游转
变，让旅游更有趣味，旅行社业务比去年同期增长
三成以上。”新疆原行网旅行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吴斌告诉记者。

旅游业是区域综合治理体系和能力的“试金
石”，想要留住游客的心，大到旅游交通和住宿、小
到当地美食与物价，软硬件同步升级必不可少。

推出“小份菜”和“特价菜”，满足疆内外游客对
于新疆美食的差异化需求和多样化体验；新开、加
密多条飞往阿勒泰地区的航线，让“北疆之北”不
再遥远；持续加大旅游市场价格监管，纠正标价不
规范的商家；增加旅游景区区间车数量，加强旅游
基础设施升级改造……从影视到文旅再到城市更
新，阿勒泰地区拿出十足诚意，回馈游客们的热情
关注。

剧集的热度终会随着时间散去，拥有喀纳斯景
区、可可托海景区等丰富文旅资源的阿勒泰，试图
将这朵由热播剧带来的流量“烟花”释放得更久些，
推动《我的阿勒泰》向我们的阿勒泰转变。

阿勒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
副书记、局长德丽达·那比表示，按照“全域发展、四
季繁荣”的发展思路，阿勒泰将贯通串联G331、
G681、G219公路线，推动沿线停车区、观景台等配
套服务设施建设，打造自驾胜地、户外天堂；立足地
缘优势，依托吉木乃口岸、塔克什肯口岸、红山嘴口
岸，打造边境旅游示范区；背靠得天独厚的冰雪资
源，壮大冰雪旅游等新业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