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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之间铸“军魂”
■ 王阿丽

凤尾草副刊

生活百味

药酒作为中药传统
剂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使
用历史源远流长。繁体
字“醫”下半部就是“酉”。
而“ 酒 ”字 ，从“ 水 ”从

“酉”，说明医药与酒的关
系非常密切。

清代，药酒配方数量
增多，养生保健药酒极为
盛行，尤其是宫廷补益药
酒方兴未艾，乾隆经常饮
用松龄太平春酒及夜合
欢酒等。

据《乾隆医案》记载，
乾隆最爱喝的养生药酒
为龟龄酒和松龄太平春
酒，前者可祛病、壮阳补
肾、养气、健身，而后者则
是活血行气、健脾安神的
良药。虽说两者药用似
不同，但巧的是这两种药
酒所含的几十种中药成
分中，都出现了熟地和当
归。中医认为，阴血同源，养血、滋阴应
同步进行，当归与熟地搭配，补而不滞，
远胜于一药单用。虽说当归因其补血
功效也被称作女人要药，但活血补血对
男人同样重要，尤其是老年人气血、精
液暗耗，应适时补充。

至于药酒的服法，“药王”孙思邈的
《千金翼方·诸酒》是我国现存医著中关
于药酒最早的专题综述，载有药酒方20
首，对药酒的服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强调“凡服药酒，饮得使酒气相接，无得
断绝，绝则不达药力，多少皆以知为度，
不可全醉及吐，则大损人也”，同时也详
细记述了药酒的酿造工艺。将药材粗
末放入瓷坛，按处方规定，加入白酒或
黄酒，密封坛口。每天搅拌一次，7天后
改为每周搅拌一次。在常温暗处浸泡
20天后，取上清液，与残渣中压出的余
液合并，澄清，过滤，即成。也可将药材
粗末放入瓷坛，按处方规定，加入酒，隔
水加热。加热时间不宜过长，为防止酒
挥发，药面出现泡沫时停火，趁热密封
坛口。静置 15 天左右，取上清液，与
残渣中压出的余液合并，澄清，过滤，
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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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珍藏的集邮册中，有数枚描绘
建军主题的邮票，方寸之间让我深刻感
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和威武。

按照发行年代的先后顺序，我所珍
藏的建军邮票中有 1952 年 8 月 10 日发
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五周
年》1套（4枚）中的第1枚——中国人民
解放军。这枚邮票采用雕刻版印制，规
格为 25 毫米×42.5 毫米。在邮票的画

面中，海陆空三军勇士身着“50”式军
服，威武挺拔，红旗飘扬于军舰上，机群
翱翔于空中，大炮则昂首阔步列阵。这
张普通的邮票，却让我感受到一种特殊
的军人精神和力量——坚定执着、勇往
直前。

1957年8月10日发行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军卅周年》1套4枚中的第1枚
和第 3枚，分别是南昌起义和八路军东
渡黄河。两枚邮票均采用雕刻版印制，
规格为 44 毫米×30 毫米。在“南昌起
义”这枚邮票上，起义的场景被描绘得
淋漓尽致，勇士们振臂高呼，整个场景
充满了激情和豪迈的气息；“八路军东
渡黄河”这枚邮票颜色为茶棕色，描绘
了八路军在东渡黄河时的壮丽景象及
军民一家亲的场面。

另有一枚是1977年8月1日发行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邮票1
套 5 枚中的第 4 枚，描绘了雄师跨越大
江的壮丽场面。这枚邮票采用影写版
印制，规格为31毫米×38.5毫米。这是

一幅生动形象的历史画卷和一个宏伟
壮丽的场面，让人们看到了数以百万计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千帆齐发、横渡长江
的场景，数面红旗高高飘扬，还有一位
勇士正要拉响手榴弹时的英姿。透过
画面，我感受到了当年百万雄师跨越大
江的磅礴气势，领略到人民解放军锋芒
毕露的威武之姿。

我还珍藏着一套1987年8月1日发
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
邮票，分别是军魂、陆军战士、海军战
士、空军战士。这 4 枚邮票，采用影写
版印制，规格为40毫米×27毫米。4枚
邮票完美地展现出军旗、军徽和军魂，
海陆空三军战士，目光炯炯有神，展现
出刚毅的八一精神，视觉冲击力巨大。

一枚枚小小的邮票，不仅显示出人
民军队在不同时期的雄壮气势，更把军
魂描绘得光彩夺目。也许我对邮票的
解读与感受不尽然，但人民军队大无畏
的战斗精神，始终值得我们纪念、颂扬
与借鉴。

朱元璋当上明朝皇帝后，想起自幼贫
寒，孤苦无依的日子，十分感慨。于是他主
张在朝中实行节俭的风气。

有一年，朱元璋设宴为马皇后过生日，
满朝官员都来祝贺。只见宫女们先端上来
一碗萝卜，众官员见了很失望，朱元璋却拿
起筷子夹菜，边吃边称赞：“萝卜胜过补药，
可要多吃。”

百官见皇上吃得有滋有味，不得已也
拿起筷子夹菜吃。

接下来，宫女又陆续端上来韭菜和青
菜。这时，朱元璋站起来说道：“以后的宴
席都不得讲排场。”

朱元璋这样以身作则，从此朝中兴起
廉俭之风。他也成为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
的英明帝王。

朱元璋摆宴
■ 施善葆

民间故事

夏日乡村，广袤的稻田织成
翠绿的绒毯，丝瓜、黄瓜和豆角，
都已纷纷挂满一根根立起的竿
子。向晚的轻风徐徐吹来，将深
蓝色的夜幕缓缓拉开，青蛙的鼓
乐声时远时近。渐渐地，映着黛
色的远山，田野里腾起星星点点
的 萤 火 ，绿 黄 色
的 微 光 ，一 闪 一
闪，飘飘悠悠，像
舞 动 的 精 灵 ，像
流 动 的 夜 光 珠 ，
又像仙女眨动的
眼睛。

这是我童年记忆中的场景。
夏天的夜晚因这群闪闪发光的
萤火虫而变得诗情画意。

那时，吃过晚饭，我便和小
伙伴相约去田野里捕萤火虫。
在我印象中，萤火虫格外喜欢丝
瓜地。它们游走在丝瓜的藤蔓
中若隐若现，有时停在大朵的花
瓣里，有时飞在层层叠叠的叶子
间。待它们飞出被丝瓜藤庇护
的区域，我就十指并拢，弓成拱
形，双手一捧，将它们轻松逮住，
手心往玻璃瓶口轻轻一扣，萤火
虫就落入瓶中。为防萤火虫缺
氧窒息，我还特意用烧红的铁丝

将盖子戳了一些小孔。
一只两只三四只，很快，透

明的玻璃瓶就变成一个闪烁着
荧光的灯笼。这时，我们便如抱
着宝贝一般欣喜地奔回家，将它
们搁在堂屋中央的八仙桌上。
那时候，大人们还在屋外纳凉，

屋里常常是黑灯瞎火。萤火虫
的光辉在黑漆漆的房屋里显得
更加明亮，如梦似幻。我们这群
孩子，围着桌子，七嘴八舌争相
说自己的灯笼最亮。

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外地上
学、工作、安家，生活仿佛困在钢
筋混凝土的城堡里，鲜少机会见
到萤火虫飞舞的夜，但心底始终
珍藏着那幅流光溢彩的乡村夏
夜图景。

一日，我陪孩子读一套自然
科普书，其中一本专门写萤火
虫，得以重新认识这位“老友”。
原来，萤火虫的一生要经历卵、
幼虫、蛹和成虫四个阶段，每个

时期的形貌和生活习性完全不
同，可谓丰富多彩，却又曲折多
艰。令我惊讶的是，萤火虫的绝
大部分生命周期都处于幼虫阶
段。幼虫要不断进食补充体能，
躲避天敌捕食，挨过数次蜕皮，
经历漫长的磨砺才能化蛹，最终

蜕变为翩然飞舞
的成虫。当它们
点着彩灯，漫天
纷飞，在空中画
出一条条荧线，
编织夜空的绚梦

时，意味着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而这段璀璨飞翔的时光短则三
五天，最多也不过两三周。

在萤火虫的一生里，超过九
成时间都是在地里生存，默默蓄
积与成长，只为生命最后一程的
灿烂腾飞，这种蛰伏沉淀、厚积
薄发的生命姿态令我感动，也给
我莫大的鼓舞。我想，人生何尝
不是如此，要想绽放出绚丽的烟
花，就得经历繁琐的火药引线组
装，亦如坚强挺过漫长寒冬的梅
花，才能释放幽香。

感恩这小小的萤火虫，不仅
装点了我童年乡村生活，也点亮
了我追求梦想的心。

荷塘精灵 兰 子/摄

百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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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收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卅周年邮票之八路军东渡黄河》邮票



























本报讯（记者 陆文 吴小
红）7 月 22 日，首届广西中医
药产业交流大会召开期间，由
河池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民族
医药（仫佬医药）高质量发展
研讨会同时召开。会议以“千
年仫佬，康养罗城”为主题，来
自区内高校、科研院所，中
医、民族医医院院长及相关
专家、学者等约200人参加会
议，共探民族医药高质量发
展之路。

会上，广西中医药局副局
长潘霜表示，河池市自然环境
和资源条件优越，已发现中药
材品种资源 1623种。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积
极出台河池市促进中医药民
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实施方
案等相关政策，加快中医药科
技成果转化，打造一批中医药
康养知名品牌，中医药全域康
养旅游优势凸显，带动了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

仫佬医药是广西少数民

族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罗
城县委副书记、县长吴国军在
会上介绍了该县民族医药发
展情况。吴国军说，罗城始终
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本次研
讨会借助首届广西中医药产
业交流大会的平台，向与会专
家介绍仫佬医在防病治病、养
生保健方面的特色技法和方
药，推进中医药民族医药健康
文化交流，加快罗城仫佬医药
在挖掘保护、传承发展方面开
创新局面。

交流会上，来自区内外的
六名中医药民族医药专家作
主旨发言，分别围绕中医仫佬
医联合治疗指屈肌腱鞘炎、仫
佬医牛角吸痧疗法应用、仫佬
医治面瘫、仫佬医辨证头病
等，开展民族医药学术交流
研讨。

期间，河池市卫生健康委
与《民族医药报》编辑部签订
中医药民族医药文化宣传合
作框架协议。

名家荟萃共话仫佬医药发展

情感驿站

点点流萤照我心
■ 刘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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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广西中医药产业交流大会在广西南宁开幕

本报讯（记者黎佳 陆文 吴
小红 张海波）7月 21日，由广
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中
医药局、工业和信息化厅、市
场监管局、投资促进局，广西
中医药大学、广西农垦集团共
7家单位联合主办的首届广西
中医药产业交流大会（以下简
称“大会”）在广西南宁开幕。

大 会 以“ 中 医 中 药 新 荟
萃 产业发展新交融”为主题，
设置“桂十味”暨广西中医药
产业高质量发展、（中药制剂）
中药民族药制剂创新发展、康
养产业发展、中医医院高质量
发展、药膳产业发展等 5个主

题会议及中医药产业招商推介
会，同期举行由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召开的中医药年鉴会议、
由中国药学会中药资源专业委
员会召开的学术年会、由中国
中医药报社召开的中医药品牌
传播全国性会议，及中药配方
颗粒、中药煎煮、药食同源、海
洋医药、国际服务贸易、中药
材（香料）、民族医药特色疗法
及中医药数智化等相关内容的
平行会议共计 19个。大会设
置全国知名中医药企业展区、
全国中医药特色展示及产业配
套综合展区、区直中医药示范
引领及中医药输出对外交流展

区等 3个中医药特色展区。围
绕中医药产学研医用融合一二
三产业，聚焦中医药领域热点
问题，多形式、多角度、多层级
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同
时，还设置 3.3万平方米的中医
药展示及体验区，集中全景式
展示出中医药文化及产业的独
特魅力。

来自西藏、内蒙古、新疆、
贵州、湖南、山西、云南等 25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卫生健
康委、中医药等相关部门负责
人，国内部分中医药院校、科
研院所、医疗卫生等机构负责
人，国内知名中药企业、行业
学会协会、联盟等专家学者，
以及全国各地的中医药工作
者、从业者等共计 800余人齐
聚绿城南宁，共商中医药产业
发展大计，推动区域合作，促
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与
会企业、专家学者嘉宾围绕中
医医疗、药膳、中医药产业示
范基地、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等
热点话题进行深入讨论、互动
交流、洽谈合作，充分发挥中
医药产业交流平台的互通互融
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
樊代明、张伯礼，国医大师黄
瑾明，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
院院士刘焕兰等多位知名专家

学者以不同方式进行主旨演
讲，围绕中医药领域热点话题
进行探讨，共谋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之策。

集中签约仪式上，现场签
约项目 23个，总意向投资金额
约 70亿元。包括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还有种植、加工生产、
医药中间体生产等项目，覆盖
了现代医药、传统医药各条产
业 链 ，有 力 促 进 了 产 业 链
延伸。

大会开幕式的同期还举行
了《中国中药资源大典—广西
卷》《广西“十大药膳”》《广西
道地药材目录》发布仪式。统
计显示，广西中药资源达 7506
种，位居全国前列。为将中药
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推
进中药材产业发展，广西遴选
出“桂十味”道地药材和 31味
区域特色药材，发布收录 111
种 药 材 的《广 西 道 地 药 材 目
录》和《广西壮瑶等少数民族
药材目录》。据悉，《中国中药
资源大典—广西卷》，全书共
23册，收载广西药用动植物资
源 6472种，包括广西普查期间
发表的植物新种 47个、中国新
纪录种 10个、广西新纪录种 77
个，是一部全面系统反映广西
中 药 资 源 现 状 的 大 型 专 著 ；

《广西“十大药膳”》，从 71个单

位 159道药膳中，评选出第一
批广西“十大药膳”菜肴系列
和汤饮、主食、小吃系列，以及

“区域民族特色药膳”，共计四
十道药膳美食；《广西道地药
材目录》坚持“历史悠久、品质
优良、特定区域、知名度高”的
原则，严格考证道地药材的来
源、植物形态、历史沿革、道地
产区及产区环境、质量特征，
形成第一批 64种《广西道地药
材目录》和 47种《广西壮瑶等
少数民族药材目录》。

同时，为加快推进中医药+
健康产业融合发展，自治区中
医药、农业、林业、药监、文化
旅游、民政等十一部门联合先
后遴选出中药材示范基地、中
医药特色医养结合示范基地、
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和

“定制药园”累计 175家。
随着首届广西中医药产业

交流大会的召开，广西中医药
产 业 将 在 抢 抓 机 遇 ，发 挥 优
势，深化交流合作，做好中医
药壮瑶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
工作，加快推进中医药壮瑶医
药振兴发展，为生命全周期提
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中医药健
康服务。

开幕式现场 本报记者 陆文 摄

“同学们，南板蓝、母猪藤、金不换
……这些都是广西特色壮药。”近日，南宁
市第二中学竞赛体验营 122名学生走进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以下简称“国壮”）开
展壮医药研学活动。

中学生们通过实地参观医院文化长
廊、民族医药展示区、壮锦苑等处，现场体
验壮医药物竹罐疗法，亲手制作壮药香
囊，以听、看、触、闻等方式了解壮医药文
化，认识草药，学习壮药材知识，沉浸式感
受壮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活动向学生
赠送了书籍《把壮医药带回家》和研学证
书，既丰富了中学生们的研学获得感，也
激励他们做健康科普知识的传播者。

据悉，这是国壮自 2022年“学生综合
实践研学基地”成立以来，接待的该校第
二批“研学者”。
本报记者 陆文 通讯员 刘红娟 摄影报道

中学生们学习制作壮药香囊

7月25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印发《防控儿童青少
年近视核心知识十条》，倡
导和推动家庭及全社会重
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
作，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
干预。

十条核心知识具体为
预防近视从小从早做起、
每天日间户外活动不少于
2小时、养成良好用眼习
惯、分龄管控视屏时间、每
天坚持做眼保健操、均衡
营养充足睡眠、遵医散瞳
诊断近视、确诊近视及时
干预、重视高度近视及相
关并发症、多方合力共筑

“防护墙”。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

视核心知识十条》提出，眼
保健操是中医理论指导下
的一种眼周围穴位按摩，
可以刺激神经，放松眼部
肌肉，促进眼部血液循环，
缓解眼疲劳。在持续用眼
后认真规范做眼保健操，
可以让眼睛得到充分的休
息，减少调节滞后，改善视
疲劳症状，有助于防控近
视。做操时应注意清洁双
手，找准穴位，力度到位，以
略有酸胀感为宜。耳穴压
丸等中医适宜技术经循证
医学证实可控制近视进
展，学生及家长在专业医
师指导下规范应用。

（来源：国家卫健委
网站）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核心知识十条》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