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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尾草副刊

一盏心灯照元宵

岁岁元宵，年年赏灯。
那精巧绚烂的花灯，那随
波漂浮的河灯，那夜空璀
璨的天灯，犹如一盏盏心
灯，点亮了人们许多美好
的情愫！

元宵之夜，吃过汤圆，
伴随着空中炸响的烟花在
窗前划过一道道绚丽的光
影，人们迫不及待地走出
家门观灯赏灯。街上，在
一轮圆月的映照之下，灯
如海，人如潮，真可谓是：

“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
辇隘通衢。”如今的花灯，
既有古典传统的也有时尚

新潮的，既光映着历史也
照亮着未来。看，天真的
孩子们一手牵着烛光映得
通红的兔子灯，一手提着
五色灯泡闪烁的金鱼灯，
活泼可爱；商家的广告花
灯霓虹耀眼，动感十足，而
店铺外悬挂着灯谜的串串
红灯笼则精致小巧，引人
驻足；广场上的流星灯拖
着长长的尾巴如雨般倾
泻，亭台廊檐下的走马灯
不紧不慢地转着，韵味悠
悠……一路行走，一路花
灯，一路欢笑，因为“春到
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
如银”。

天灯也叫“孔明灯”，
是元宵祈福的一种载体。
记得，儿时做的天灯，非常
简易。首先用薄竹条扎成

骨架，再用几张大红纸糊
成圆筒状，最后用废书本
剪贴成严实的油坨，油坨
系在圆筒下，一个天灯就
算做成了。人们根据自己
的心愿，在红色的灯体上
写些“事业前程远大”“全
家健康平安”“来年有佳
缘”等祝福话语。放飞天
灯时，向油坨中注入柴油
或煤油，点燃灯芯后，用手
压住紧贴地面的天灯，待
油坨燃烧，产生足够的热
气，便放手。天灯依靠热
气产生的浮力，带动纸灯
腾空，载着心中的祝福，冉
冉地升到高空，渐渐地融
入璀璨的夜空。天灯飘
飘，心也飘飘，因为它承载
着新春的美好祈盼！

小河、溪水在人声鼎

沸的元宵之夜里依旧静悄
悄地流淌着。可是，谁又
能忽视它们呢？它们也是
这场全民狂欢的参与者，
逐波漂流，让“河灯一放三
千里，妾身岁月甜如蜜”。
河灯，又名“荷花灯”，可现
在已经不局限于此了，还
有白菜灯、西瓜灯、帆船灯
等。点燃蜡烛，许个愿，让
河灯远航。无数盏河灯在
河中心汇聚，连成一片，五
彩斑斓，与河面上月亮、烟
花的倒影以及沿河两岸的
花灯交相映衬，美丽壮观！
流水缓缓，河灯闪闪；一介
纸船，几多祈望。

元宵，灯亮何处？在
空中，在地面，在水上，更
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关于对联，最初的记忆是儿时
贴在自家门上的春联。红艳艳的
纸，墨香四溢的字，吸引着我。父亲
是老师，毛笔字写得好，过年的春联
都由父亲一手操办。

上学后，我学会了读春联，“勤
俭一生添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

“庆新春年年如意，辞旧岁日日平
安”“百福尽随佳节至，千祥俱向早
春来”等，都是吉祥之语，寄托了父
亲的愿望。每逢春节，父亲写春联
的时候，我会在一旁观看，父亲有一
本手册，记录了很多春联对子，父亲
会让我挑几对，有时也让我涂涂鸦。

我断断续续学了颜体，偶尔也
写春联，都是从手册里摘录。后来，
父亲中风了，手有点抖，不再写春
联。那时，街头有许多印刷体的春联出售，也有
许多人摆摊写春联，我人变懒了，过年时逛下
街，看到中意的联，买回来贴上。

当教师后，试卷里偶尔也出现对联，我会教
授学生对联常识，哪为上联，哪为下联，春联的
贴法等，也会让学生根据课文内容编对联。对
联在创作上要求对仗工整，格律严谨，若是要做
到遣词曲雅，言简义丰，那非得下一番苦功夫不
可。我自觉水平有限，就自学格律，参加临屏对
句，或殚精竭虑，推敲良久，或灵光一闪，奋笔疾
书。我喜欢上了这种特有的文学形式，开始自
创春联，如“鸡鸣晓日千家煦，犬吠神州万户安”

“春风阵阵新诗意，乡韵声声故土情”，更多是自
娱自赏自乐，没有提笔挥毫。想起学对联的苦
乐，我写下“点点墨香留雅韵，联联妙笔总关
情”，以此自勉。

我前年底出了两本书，几位文友送给我一
份“神秘大礼”，他们编写对联“玉兔倾城抒壮
志，时光铸就人生梦；金牛奋蹄展宏图，水上漂
流岁月歌”“水上倾城酬矢志，时光漂渺饯袁
宏”以及“文星高照”“溪水安流”等祝福语，以此
祝贺我新书出版。我深受感动，春节来临，我就
选了一副贴在大门。

今年春节，楹联学会里号召大家为家乡撰
一对春联。我生活的小城“三峰玉峙，一水环
回”，素有“龙凤名区”的美誉，也是著名的茶乡，
我欣然写下：春情缘凤舞，茗韵醉龙腾。

贴春联，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
今年兔年，我依然会自创一对春联，再拿起笔用
心书写以贺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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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时节

立春，像个结实的汉子

把寒冷的色调

抛给冬天

将温煦的日子

用心发酵

红彤彤的太阳

从村头的树梢爬起来

田野村庄，房前屋后

落满太阳的笑脸

布谷鸟的鸣叫

拉长着农家早起的炊烟

叫醒了忙碌的日子

解冻的土壤里

有种子

不甘寂寞

开始了春天的梦想

郊外，风筝轻盈滑翔

载着季节的情愫

将春天的抒情

涂满天空

迈进季节的门槛

低头弯腰

随处捡拾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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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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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益君

健康卡通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暖
阳明媚、和风拂面，趁这春光
无限的大好时节，我们一家快
乐游玩了大自然鬼斧神工造
就的云南石林。

石林景区位于昆明市石
林彝族自治县境内，是
世界上最奇特的喀斯
特地貌(岩溶地貌)景
观，素有“天下第一奇
观”“石林博物馆”的美
誉，以“雄、奇、险、秀、
幽、奥、旷”著称，石峰、
石芽、落水洞、地下河
遍布，峰林幻化成各种
形态，呈柱状、锥状、塔
状、笋状、剑状、蘑菇状
等，美在壮观，状在奇
绝，惟妙惟肖，令人惊叹。

这一次我们主要游览了五
个景区，在此向读者朋友分享：

大石林 这是我们此行
主要游览区，由密集的石峰组
成。在入口处，有一晶莹碧透
的石林湖，湖边绿树葱茏，曲
径幽静，湖中一尊巨大的石峰
凸出水面，犹如少女出浴，故
称“出水观音”。在石门右侧
石峰上镌刻着“石林”两个隶

书大字，与拔地而起的石柱、
石峰交相辉映。游到此处，美
景目不暇接，那差错密布的青
灰色怪石奇峰，直立突兀、线
条顺畅、巧夺天工、冲入云霄，
许多石峰状似各种动物，佛若

置身动物园。
小石林 该景点与大石

林紧密相连而又自成格局。
这里地势平坦，绿草成茵，草
坪四周点缀着奇峰怪石，有的
似天设屏障，壁立一方；有的
像牛蹲兽伏，在林间静卧；有
的若绿菌（蘑菇）丛生，万年不
朽。园内有两个圆形碧池，一
个是幽池，四周垂柳依依，柳
树丛中有一组石峰称“幽池恋
人”；另一池称“玉鸟池”，池旁

有一座石峰，宛如一位背着竹
篓、富有青春活力的撒尼少
女。这就是小石林里最有名
气被当地人称为“阿诗玛”的
景点，每当夜幕降临，彩灯映
照，更是五彩斑斓，妩媚动人。

步哨山 因清末石林彝
民义军首领赵发曾在此山驻
防，设步哨巡山而得名。山顶
海拔1796.7米，为石林景区海
拔最高处。登高远望，林海松
涛，柱石参差；漫步山间，石林
卓越，剑峰罗列，非常赏心悦
目。景区内多柱状石林，有

“步哨五石门”“步哨松涛”“七
女下凡”等独特景观。此外，
还有巨型腹足类化石、珊瑚化
石等海洋生物化石，记录着

2.7亿年前石林地区生机勃发
的海底世界。

长湖 为溶岩湖，水质清
澈，四面青山环抱，空气清新
洁净，座落于海拔 1907 米的
群山环抱之中。在这儿，可泛

舟垂钓，可登山，可射
箭，可野炊，可采摘花
果，约二三亲友荡舟湖
面，极具东坡夜游赤壁
之趣；篝火晚会，可歌
可舞，舒张形神，乐不
思蜀。

芝云洞 位 于 一
座石灰岩大石山中，因
洞口钟乳石像一朵朵
灵芝飘在洞顶而得名，
以“石硐仙踪”之名号

独居石林八景之首。芝云洞
呈“丫”形，洞内多石钟乳、石
笋、石柱等溶洞景观，形态多
样，异彩纷呈。从洞口到洞
尾，有灵芝仙草、玉象撑天、寿
星摘桃、倒挂金鸡、云中坐佛、
蛟龙升腾、千年玉树、悟空取
宝、神牛寻母等20多个景点，
形象活灵活现，在各色灯光映
照下，流光溢彩，绚丽夺目，令
人流连忘返。

瘦人也会患高血脂症

高脂血症并非胖人的专属，瘦人
也可能出现。有一种家族性高胆固醇
血症，是发生在常染色体上的显性遗
传病，病人虽然不肥胖，有的甚至很
瘦，但是血脂水平却很高。此外，糖尿
病、肝病、甲状腺疾病、肾脏疾病等都
会引发高血脂症。因此，瘦人也应定
期检查血脂。 （陈望阳 图/文）

■ 陈日益陈日益

春游春游““石林博物馆石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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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以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

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
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
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
大智慧。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把中医药这一
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对于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

如今，人民群众多层
次多样化健康需求持续快
速增长，健康越来越成为
群众关心的重大民生福祉
问题。大家不但要求看得

上病、看得好病，更希望不
得病、少得病。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中
医治未病的独特优势和重
要作用不可或缺。此前印
发的《健康中国行动中医
药健康促进专项活动实施
方案》明确提出“在健康中
国行动中进一步发挥中医
药作用”，并作出具体部
署。充分发挥中医药优
势，将中医治未病理念融
入健康促进全过程、重大
疾病防治全过程、疾病诊
疗全过程，必能更好地全
方 位 全 周 期 保 障 人 民
健康。

中医药学认为，人体
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
此即彼，而是注重整体关
联。在疾病治疗过程中，
中医往往着眼于病因和病
机，一方面扶持正气，提高
自身免疫力，另一方面祛
除邪气，将体内疫毒排除
出去，实现“正气存内，邪
不可干”。比如，在抗击新
冠疫情中得到普遍使用且
疗效显著的清肺排毒汤，
既祛寒闭又利小便祛湿，
既防疫邪入里，又调肝和
胃，顾护消化功能。这其
中，正蕴含着中医治疗学

调和阴阳的理念。健全中
医药服务体系，充分发挥
中医药在健康服务中的作
用，既是推动中医药高质
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
保障人民健康的题中应有
之义。

建设健康中国，要关
注治已病，更要关注治未
病。努力使群众不生病、
少生病，必须把预防为主
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积极
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治
未病是中医药优势和特色
的重要体现。中医药提倡

“预防为先”，融预防保健、

疾病治疗和康复为一体。
大力发展中医医疗服务，
加大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建
设，既有助于让广大群众
就近享受预防、保健、康复
等中医药服务，也能更好
引导人们养成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做好自身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人人参与、人人
尽责、人人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
展工作，积极推进中医药
科研和创新，注重用现代
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
推动传统中医药和现代科

学相结合、相促进，推动中
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
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
优质的健康服务。”抗疫实
践，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
到了中医药的独特优势。
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
并用，建立符合中医药特
点的服务体系、服务模式、
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模式，
我们必能使传统中医药发
扬光大，为健康中国提供
坚实支撑。

（来源：人民日报）

2025年基层中藏医药实现七个“全覆盖”
近日，青海省卫生健康

委、省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
联合印发《青海省基层中藏
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
四五”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全力推
进基层中藏医药服务能力
提 升 工 程 ，将 在 未 来 三 年
内，建成布局合理、分工明
确、功能互补，融预防保健、
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
基 层 中 藏 医 药 服 务 体 系 ，
为全省各族群众提供覆盖
全 生 命 周 期 的 中 藏 医 药
服务。

《方案》明确，2025 年，
基层中藏医药实现七个“全
覆盖”：县域中藏医医疗机
构基本实现全覆盖，县级中
藏医医院“两专科一中心”
实现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中藏医
馆实现全覆盖，基层中藏医
药服务提供基本实现全覆
盖，基层中藏医药人才配备
基本实现全覆盖，基层中藏
医药健康宣教实现全覆盖，
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基
本实现市（州）域全覆盖。

在健全基层服务体系
方面，发挥县级医疗机构龙
头带动作用，不断优化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中藏医药服

务条件，鼓励社会力量在基
层办中藏医。

在加强基层人才队伍
建设方面，多渠道培养基层
中藏医药人才，通过中藏医
药继续教育、师承教育、进
修培训等方式，实现区域内
基 层 医 务 人 员（含 乡 村 医
生）中藏医药基本知识和技
能全覆盖培训。进一步畅
通基层中藏医药人才使用
途径，优化发展环境，引导
人才向基层流动。

在提升服务能力方面，
到 2025 年，力争所有县级中
医医院达到国家县级中医
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本标
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藏
医药诊疗量占比达到 25%。
二级以上县级中藏医医院
设置治未病科、康复科、老
年医学科的比例分别达到
100%、70%、60%，鼓 励 在 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
生院设置中藏医康复诊室
和康复治疗区。65 岁以上
老年人和 0—3 岁儿童中藏
医药健康管理率分别达到
75％和 85％。

在加强基层中藏医院
管理方面，推进县级中藏医
药行政管理机构规范设置，
大力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乡镇卫生院中藏医药管
理能力，不断加强基层中藏
医药服务质量控制。同时，
加快基层中藏医信息化建
设，“十四五”末，80% 的 县
级中藏医医院电子病历应
用水平分级评价达到 3 级
以 上 ，力 争 所 有 中 藏 医 馆
接入中藏医馆健康信息平
台。

在深化基层中藏医药
改革方面，鼓励中藏医医院
牵头建设县域医共体，在全
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
地区，政府举办的县级中藏
医医院牵头组建医共体（含
紧密型医共体），其他地区
鼓励政府举办的县级中藏
医 医 院 牵 头 组 建 医 共 体 。
积极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
工作示范县。不断加大医
保对基层中藏医药服务的
政策支持力度，建立符合基
层中藏医医疗服务特点的
医保支付方式。探索实行
中藏西医同病同效同价，并
引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
供适宜的中藏医药服务。

（来源：青海省卫生健
康委）

推荐清金益气方为通用方药
近日，《中医药治疗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核酸/抗原转阴后常见症
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发布
及解读会在北京召开。《共识》提出
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核酸/抗原转
阴后常见症的概念、病因病机、临
床表现、中医治疗及注意事项等内
容，明确生脉散合平胃散加减（清
金益气方）为通用方药。

根据《共识》，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轻型/中型患者核酸/抗原转阴
后，多出现以乏力气短、干咳少痰、
口渴咽干、胃脘痞闷、纳呆便溏、心
悸不寐、嗅味觉减退、自汗盗汗、昏
蒙等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症状，并多

发生在感染后两周至三个月。国
医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
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介绍，该
阶段身体免疫系统在修复中，身体
多个组织器官在病毒和炎性介质
打击下产生损伤，虽然已经转阴，
但还处于康复阶段，身体并未完全
复原。从中医角度来说，邪气虽然
已退，但正气未复，出现了气阴两
虚/余毒未净的症状表现。

《共识》针对目前患者普遍存
在的咳嗽、心悸、失眠、嗅味觉减
退、脑雾等症状，分别推荐了相应
方剂、方剂加减和常用中成药等。

（来源：中华中医药学会）

青海：

辽宁：
明确8项中医药健康促进专项活动

近日，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印发
《辽宁省健康中国行动中医药健康
促进专项活动实施方案》。该专项
活动为期 3 年，通过开展 8 项专项
活动，使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中
医药健康服务需求基本得到满足。

《方案》提出开展妇幼中医药
健康促进活动，到 2025年，三级和
二级妇幼保健院开展中医药专科
服务的比例分别达到 90%和 70%，
妇婴医院全部设置中医科，儿童中
医药健康管理率达到85%；开展老
年人中医药健康促进活动，加强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老年人中医药健
康管理，到2025年，65岁以上老年
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达到75%；开
展慢病中医药防治活动，构建“医
院-社区-个人”慢病管理模式，对
慢病患者进行全周期中医药健康
管理。

《方案》还提出中医治未病干
预方案推广活动，“中医进家庭”活
动，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中
医药干预活动，医体融合强健活动
以及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等。

（来源：辽宁省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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