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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百味

春食柳芽正当时

春天的诗与远方
■ 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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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唐太宗李世民率军征战，至
安徽铜陵凤凰山时，全军有半数人员
忽染病恙，高热不退，神昏谵语。随军
大夫抓耳搔腮，束手无策。李世民仰
天长叹，怨天不助。这时军中有一老
卒奏有策。此人入伍前是花农出身，
懂得牡丹的药用功能，他见满山遍野
皆生长牡丹，便嘱众采集牡丹根皮，洗
净后砸碎成泥，然后用山泉水搅拌药
泥为浆给患兵灌服，使众患者皆转危
为安。全军重振雄风，所向披靡。

后来李世民登基称帝，为感谢牡
丹之功，就御封牡丹为“花中之王”。

牡丹花不仅观赏价值高，还是一
味名贵中药。牡丹作为药物最早载入
典籍的是《神农本草经》，言其：“主寒
热，中风瘈疭、痉、惊痫邪气，除症坚淤血留于
胃肠，安五脏，疗痈疮。”牡丹入药主要用其花
朵和除去木心的根皮，有调经活血的功能 。现
代医学研究发现，牡丹皮治疗高血压有独到之
处，用牡丹皮 30 克加水煎成汁约 130 毫升，每
日分3次服，一般服药5天左右血压明显下降。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牡丹皮有较强的抗菌作
用，对伤寒、副伤寒、大肠等多种细菌都有不同
程度的抑制作用。

（李志良 辑）

中药故事

印象美食

小时候，每到春天，一
家人围坐在瓦屋里吃饭，桌
上摆好了“蒿子馍馍”、蒲公
英猪骨汤、春笋烧肉，还有
一大盘农家特色的“烩厚皮
菜”。屋外田野清明，春光
大好，屋内香气扑鼻，外公
品着烧酒，外婆就会吟诗助
兴：“独访山家歇还涉，茅屋
斜连隔松叶。主人闻语未
开门，绕篱野菜飞黄蝶。”
外公听罢就会变着花样夸
外婆。

外公外婆小时候都读
过私塾，后来外公做了村里
的语文教员，时常在课堂上
说一些“少壮不努力，老大
徒伤悲”“博观而约取，厚积
而薄发”“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之类的励

志诗词之句，少不更事的同
学似懂非懂，但外公不急，
他说学识不压身，有“墨水”
的人长大才会身轻如燕走
上社会。

多年以后，父亲成为县
里的农业技术人员，有一年
下乡指导春耕，一位长几岁
的壮汉执意请父亲到家中
小歇。午饭时，壮汉端出春
笋炒腊肉、凉拌枸杞芽，还
有一罐蒲公英猪骨汤，指着
屋外大好春光，突然就说到
了我外公。壮汉说：“有客
来访、绕篱野菜、翩翩黄蝶，
令人神往的恬静幽雅的山
村生活，早在一千多年前就
被古人规划好了。念小学
时承蒙老师教诲熏陶，到今
天才有彻悟，只有守护好青

山绿水，让家乡美丽富饶，
才有幸福的田园生活。”父
亲听完会心一笑。是啊，诗
词与文化传承的力量，一定
能让九泉下的外公欣慰。

又是一个春来早，我去
当地的梨花沟采风。大片
油菜花迎风盛开，但更吸引
人的是满山的“当家花旦”
梨花。从古至今，淳朴的梨
花沟百姓爱梨树种梨树，大
凡遇上婚庆、寿辰、满月、乔
迁以及节庆喜事，村民都以
栽种梨树为乐，以至于今天
的梨花沟，方圆几公里的山
沟里遍布大小梨树近十万
株，每年春天一派“山光悦
鸟性，潭影空人心”的山野
风 光 ，吸 引 着 无 数 的 观
光客。

但梨花沟人更骄傲的，
是这两年他们引进现代农
业，通过文创产品开发，农
特产品深加工，引导全村向
绿色产业和农旅融合迈进，
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
目标。

那天，天空飞来最早的
一批春燕，梨花沟村年轻的
第一书记随口吟道：“几处
早莺争暖树，谁家春燕啄新
泥”。他眺望远方说，1200
年前的孟春，大诗人白居易
到西湖赏景，一时兴之所致
挥毫留下《钱塘湖春行》一
诗，对西湖情有独钟的白居
易，如果生活在今天，来到
春潮涌动的梨花沟，会不会
也来一首《梨花沟春行》直
抒胸臆呢？

这是诗词带来的美好
胸臆，而作为传统文化中
的瑰宝，古诗词一直流淌
在人们的生活中，滋养着
人们的心灵，陶冶着人们
的道德情操，这是过去外
公外婆的念想，更是今人
的诗与远方。

春 天 来 了
■ 王家年

绿色的春天来了，舒展身心
尽情感受吧……

如果你用眼睛去看，春天就
是一幅画。那幅美丽的图画上涂
抹着花儿的缤纷、点缀着草木的
鲜绿、飘洒着细雨的朦胧，同时还
洋溢着笑脸的灿烂。

如果你用耳朵去听，春天就
是一首歌。那首动听的歌谣里流
淌着小溪的旋律，跳跃着阳光的
音符，应和着鸟儿的脆鸣，同时还
畅想着少年的情怀。

如果你用鼻子去闻，春天就
是一方土。那方辽阔的田野滴洒
下春雨的清新，四溢着泥土的气
息，吐露着嫩芽的芬芳，同时还弥
散着少女的清香。

如果你用嘴去品，春天就是
一杯酒。那杯香醇的美酒陶醉了
烂漫的田野，泛红了迷人的夕阳，
倾倒了杨柳的枝条，同时还盛满
了无限的遐想。

如果你用手去摸，春天就是
一缕情。那缕脉脉的柔情传送着
风儿的温暖，游离着慈母的抚摸，
感化了沉睡的山河，同时还贴近
了情侣的心窝。

是谁描绘了那幅画？是谁演

唱了那首歌？是谁装点了那方
土？是谁酿造了那杯酒？又是谁
在传递着那缕情？到底谁才是春
天的缔造者呢？

如果你用心去读，那么春天
就成了一本书。你先前所读到的
仅是春天的外表，还没有触及她
的灵魂。当你在凛冽的寒风中裹
紧大衣感叹“冬天到了，春天还会
远吗”的时候，当你在飘雪的日子
躲到南国赞美“这里真好，四季如
春”的时候，当你根本无心欣赏冰
晶如玉那道风景的时候，一位伟
大的缔造者，却在忍受着漫长的
煎熬、承载着压抑的苦闷，怀抱一
颗宽容博大的心，将自己无私地
融化了，融化成让你陶醉、叫你痴
迷的春天。

如果你用心去读春天这本
书，不仅能读到春天背后的冬天，
还会发现春天是一位多情的感恩
者。她没有辜负冬的赐予，将自
己的美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这个世
界，完成了缔造者的夙愿。

如果你用心去读春天这本
书，还会发现：春天不光是感恩
者，更是一位不朽的传承者，她把
冬的精神无私地延续下去，献出
自己去换取夏的火热和秋的金
黄。她同样无怨无悔。

用心灵去读绿色的春天这本
书吧，原来，一切美好的事物背后
都隐藏着一位伟大的缔造者，而
一切美好事物本身又会将自己无
私地奉献给这个充满阳光和爱的
世界。

明媚的春风吹拂着柔情似水的柳条，青青的柳条在微
风中荡漾，岸边的垂柳倒映在水中，真可谓“东风一夜柳芽
鲜，杜宇声疾燕子喧。守季农夫弄地早，新畦乍暖水还寒。
春牛漫步丹青里，陌上千丝碧柳垂”。在过去缺吃少穿的
日子里，春天那碧绿的柳芽成了儿时的最爱。

儿时的我可没少吃柳芽做的各种美味。春来的日子，
岸边的垂柳绿碧如玉，嫩绿的柳枝随风摇曳，柳条上吐出
了毛茸茸的鹅黄穗，就如李白诗里所云：“柳色黄金嫩。”说
的就是柳芽，柳树初生的嫩芽，颜色淡绿微黄，一般在未开
花絮之前采用。柳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晒干后，可炒着
吃，也可泡茶。用柳芽和茶叶泡成的茶，观之清澈、饮之可
口，可防治黄肿病和筋骨疼痛病。古书上说它主治“风水
黄症、湿痹挛急、膝痛”等。柳芽茶色如碧泉，清香可口，长
期饮用有防病治病作用。柳絮可做枕芯，也可做鞋垫。因
为它柔软性凉，做枕芯可以帮助失眠的人渐渐入睡。

中医认为，柳芽味苦，性凉，可清热、透疹、利尿、解毒。
现代医学研究，将柳叶制成注射液、糖衣皮或水煎剂，用于
治疗上呼吸道感染、气管炎、肺炎、膀胱炎、化脓性腮腺炎、
乳腺炎、咽喉炎等。

因此，春食柳芽对人体大有裨益。凉拌柳芽是春天里
最常吃的一道菜，味道不算太苦，将从柳树上采摘的柳芽，
用水焯后，清水淘洗，冷水冲凉，浸泡24小时，浸泡期间换
2~3 次水，加葱花、姜末、盐、蒜汁、醋等调味品，炒食或凉
拌。因有蒜汁及醋的陪伴，柳芽很好吃、很特别，味道微
苦，清新爽口。吃柳芽要一次夹一大筷子，大口大口地吃，
才够味，才过瘾。

焯好的柳芽捞出、剁碎，放入大碗中，加入一个鸡蛋，
放入盐和米粉，再加入香葱碎、姜末、盐、香油，搅拌均匀。
锅中放少许油，倒入柳芽蛋糊，煎到一面金黄时翻面，两面
都煎好即可出锅。鲜嫩咸香、后味悠长，滋味妙不可言。
春吃柳芽时正逢农事，有诗云：“一曲农歌三辈梦，痴情布
谷声声催。新晴谷雨柳芽鲜，绿草茸茸伴雀欢。陌上农人
耕作细，趁得此季种丰年。”

台静农《甲子春日》吴春强/书远山如黛 北山南/摄■ 桂孝树

凤尾草副刊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
办法》和《关于开展2022年度
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
知》要求，本报完成了新闻记
者证 2022 年度核验工作，现
将拟通过年度核验人员名单
公示如下：覃文波、吴小红、
张海波、邓汝铭、黎佳、陆文。

公示时间：3 月 3 日至 3 月 13
日（共10天）。

在此期间，如对公示名
单有异议，可向自治区新闻
出版局举报：0771—589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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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盈日君莫愁，天高地远望春头。

岁月不老江山秀，卯已约拜九华龙。

咏 春
■ 冯 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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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25日
电 记者从 25 日在京召开
的 2023年全国中医药局长
会议上了解到，2023 年，我
国将实施一系列行动计划
或政策举措，建强中医药
服务体系，提升基层中医
药服务能力。

“要把服务体系建设
和 能 力 提 升 摆 在 突 出 位
置，以扬优势、补短板、激
活力为重点，下大力气解
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
快从‘有没有’向‘好不好’
转变，为群众提供更高质
量的中医药服务。”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局长于文明在

会上说。
据了解，今年我国将

建设一批中医康复中心，
推进雄安新区国家中医医
学中心建设。促进中西医
协同发展，我国将启动中
西医协同“旗舰”科室建
设，实施综合医院中西医
协同发展能力提升行动，
启动新一批重大疑难疾病
中 西 医 临 床 协 作 试 点 项
目，并推动二级以上综合
医院建设中医临床科室。

2022 年 3 月，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等10个部门联
合印发《基层中医药服务
能力提升工程“十四五”行

动计划》。为了让群众在
“家门口”获得更优质的中
医药服务，今年我国将全
面实施这一行动计划，并
印发基层中医馆服务能力
提升建设标准和“中医阁”
建设标准，编制《基层中医
药适宜技术手册（2023 年
版）》，推进全国基层中医
药工作示范市创建和示范
县建设；同时，将启动基层
卫生技术人员中医药培训
行动计划，提升基层中医
药人员能力和水平。

此外，今年我国将制
定少数民族医药服务能力
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并制

定一批少数民族医医疗技
术操作规范和少数民族医
优势病种诊疗方案。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党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
理 局 党 组 书 记 余 艳 红 表
示，要坚持传承精华、守正
创新，以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着力解决中医药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一
步完善政策和规划体系，
统筹中医与中药、事业和
产业、发展与安全，推进中
医药与现代科学相结合、
相 促 进 ，推 动 中 医 药 和
西 医 药 相 互 补 充 、协 调
发展。 （田晓航）

全国中医药局长会议召开

20232023年将实施系列行动计划建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年将实施系列行动计划建强中医药服务体系

本报讯（记者 黎佳 张海波）2月 23
日，广西中药壮瑶药药食同源技术规
范及推广业务培训会在广西职业技术
学院举办。旨在积极探索药膳在养生
疗疾中的特色优势和推广方法，培养中
药壮瑶药药膳食养食疗复合型应用
人才。

广西中医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
玉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中医
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中医药膳
及其文化是中医药宝库中的一块瑰宝，
是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自
治区党委、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政
策法规，为广西发展药膳产业提供了良
好的政策环境。去年又成功举办了广
西第一届中药壮瑶药药膳大赛，药膳产
业崭露头角。他希望通过培训，继续共
襄盛举，共同推进广西药膳产业加快
发展。

在培训会上，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庞
清处长为大家做食药物质管理相关政
策解读；中国中医药科技发展中心、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人才交流中心的杨燕
处长讲授《中药壮瑶药药膳产业发展及
探讨》；首届中药壮瑶药药膳大赛团体
一等奖获奖单位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
瑞康医院唐友明院长讲授《药膳制作及
临床应用》。

培训现场还设置了中药壮瑶药食
养食疗产品展览展示，共有来自中医医
疗机构、中药饮片企业、示范基地的共
31家单位参展。

广西中药资源丰富，据第四次中药
资源普查统计，中药资源物种总数为
7506 种，居全国前列。广西在发布的

“桂十味”和 31 味区域特色药材中，药
食同源品种占比近60%；同时广西作为
少数民族聚集区，区内多个民族的传统饮食文化
和医药文化也形成了广西丰富的药膳资源。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观念的改变，“药食同
源”药膳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养生新潮流。

此次培训，重点在于了解药膳产业发展现状
及前景，熟悉食药物质目录和药性，建立和完善
药膳研发专业团队，搭建产业链上下游人才培养
渠道与平台，促进药膳品系研发，探索建立和完
善食疗食养药膳标准，以产业化的思维开拓药膳
市场，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广西药膳品牌。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调研组到广西调研
本报讯（记者 陆文）2月24日，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与少数
民族医药司副司长赵文华一行 5 人
到广西国际壮医医院调研，就壮医医
师资格考试题库建设工作开展座谈。

座谈会上，广西中医药局局长黎
甲文、广西卫生健康人才与技术服务
中心副主任闭闵、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院长岳桂华，分别汇报了广西壮医药
工作、广西考区壮医医师资格考试工
作、壮医医师考试基地建设情况；壮

医医师资格考试首席专家、命题组专
家分别发言，围绕自身工作经历和壮
医人才培养、考试题库建设工作和问
题等方面展开探讨交流。

听取了工作汇报、专家发言和建
议后，赵文华对相关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他指出，壮医医师资格考试试题
是核心，考试题库建设工作至关重
要，要继续巩固好基础，把好试题质
量关，为高质量壮医人才选拔奠定基
础，更好地服务于健康事业。

广西中医药局办公室、科教处、
医政处负责人，广西中医药大学有关
壮医药工作负责同志及命题专家，自
治区卫生健康人才与技术服务中心
负责人，广西国际壮医医院相关领
导，壮医医师资格考试首席专家、命
题组专家参加调研。

与会嘉宾在药膳展示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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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

新华社北京 2月 28日
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
发《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
工程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进一步加大“十
四五”期间对中医药发展
的支持力度，着力推动中
医药振兴发展。

《方案》指出，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认真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
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坚持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加大投入与
体制机制创新并举，统筹
力量集中解决重点领域、
重要环节的突出问题，破
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
机制障碍，着力改善中医
药发展条件，发挥中医药
特色优势，提升中医药防
病治病能力与科研水平，
推进中医药振兴发展。

《方案》明确推进中医
药振兴发展的基本原则，
即增强能力，服务群众；遵
循规律，发挥优势；提高质
量，均衡发展；创新机制，
激发活力。《方案》统筹部
署了 8项重点工程，包括中
医药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

工程、中西医协同推进工
程、中医药传承创新和现
代化工程、中医药特色人
才培养工程（岐黄工程）、
中药质量提升及产业促进
工程、中医药文化弘扬工
程、中医药开放发展工程、
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点工
程，安排了26个建设项目。

通过《方案》实施，到
2025 年，优质高效中医药
服务体系加快建设，中医药
防病治病水平明显提升，中
西医结合服务能力显著增
强，中医药科技创新能力显
著提高，高素质中医药人才
队伍逐步壮大，中药质量不
断提升，中医药文化大力弘
扬，中医药国际影响力进一

步提升，符合中医药特点的
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不断
完善，中医药振兴发展取得
明显进展，中医药成为全面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
支撑。

《方案》指出，要强化项
目实施，国务院中医药工
作部际联席会议有关成员
单位要将重大工程实施纳
入本单位重点工作；做好
资金保障，建立持续稳定
的中医药发展多元投入机
制；加强监测评估，开展重
大工程实施动态监测、中
期评估和总结评估；注重
宣传解读，营造全社会关
心和支持中医药发展的良
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