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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8月23日至25日 活动地址：市东方红广场

咨询电话：13903892238

雅迪电动车、海宝新能源、小刀电
动车、台铃电动车、绿源电动车

参展
品牌

主办单位：焦作日报社 山阳区商务局

广告广告

□郑乃谦

在儿时的记忆
里，一年之内最热闹的日
子，除了唱戏之外，就是一
年一度的传统庙会了。

西村公社位于太行山
区，前部浅山区有四条山间
通道分别通向山外的焦作
市区、马村区和本县的方庄
公社，后部就是紧连山西省
的巍巍太行山了。虽属修武
县管辖，西村距县城有 25
公里之遥，离焦作市也有10
余公里。老百姓要购买生
产、生活资料，如果供销社
没有，必须到山外的百间
房、待王集市上。

“

一

西村原来曾经有一座庙，位于村西
南一里地，据说名曰二仙庙，还有的说
叫奶奶庙，更多的人直接叫西大庙，相
传源于陵川夺火的二仙庙。至于建于
何朝、毁于何时，尚且不清楚，而由此庙
引发的传统庙会，成了西村重要的节
日，至今如此。

50岁以上的人都记得，那时每年的
《人民日报》“元旦社论”里，都有这么一
句，叫作“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当时
村子里只有西村供销社的门市部，市场
不算繁荣，但是物价十分稳定，1元钱能
称3公斤盐，这种价格持续多年。平时
村里来一个担挑子或推小车的货郎，都
会吸引许多人选购。

庙会原先的地点当然在大庙周围，
至于什么时候搬到村子里，现在的老人
都说不清。庙会每年只有一天，固定在
农历三月十二这一日，所以西村附近的
老百姓都说叫三月十二会。届时村里
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卖农具的、卖布
的、号秤的、旋锭的、张簸箩缠簸箕的，
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吃摊。商贩多，十里

八村赶会的人更多。西村的出门老姑
娘也趁这一天回娘家，其他人顺便走亲
戚。男人缠筋叉、钉木锨，准备麦收农
具，女人多是簸箩簸箕一类的家庭生
活用品，或者围着五颜六色的布匹摊
转来转去，犹豫不决。最吸引我们儿
童的是那各式各样的小吃摊，油条、糖
糕、凉粉……奇怪的是每年到这天，天
气无常，不是刮风就是下雨，尽管如此，
那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场面胜过唱戏
与过大年。

会场除了交易，也是各类手工艺人
展示绝活的舞台。过去妇女纺花要用
锭子，铁锭易变形就用木锭。师傅把一
根细木杆放到旋车架上，一手扶旋刀，
一手拉弓，一会儿木杆就变成了木锭
子。在我们小孩子眼里，这师傅简直就
像一位魔术师。号秤子的师傅手脚麻
利，客人决定要多大的秤子后，他从箱
中抽出现成的秤杆儿，手捻着圆规样的
铁夹子在秤杆儿上定位、钻孔，然后把
金黄或红色的金属粉末抹入小孔内，用
干布擦干净，最后钉秤钩、选秤砣，整个
工艺程序结束。秤子是衡器的一种，属
计量工具，民间公认的交易原则是秤平
斗满。号秤子的师傅说，秤杆儿上的星
儿要么是黄芯儿，要么是红芯儿，绝没
有黑芯儿，这和做人是一个理儿。40年
过去了，号秤师傅的这句话铭刻心间，
不敢忘记，并成了我为人处世的行为准
则。随着社会发展，极少有人纺花织
布，杆子秤早已遭淘汰。旋锭子、号秤
子这些手艺濒临失传，很应该以申遗方
式予以保护，加以传承。

二

社会在发展，现在的生活水平与过
去是不能比拟的。那时候，想吃一块饼
干都不容易。小孩子贪嘴吃，过了春
节，就眼巴巴地盼望着农历三月的庙
会。面对各种美食，小孩子往往会垂涎
欲滴，揪住大人的衣襟，盯着好吃的直
哼哼。当年父亲带我吃炒凉粉的情形，
至今没有忘记。

在众多的小吃摊中，印象最深的是
藕粉摊。那个冲藕粉的老头儿60多

岁，身材消瘦还略显驼背，作为生意人，
对小孩子的态度特别和气。他年年都
提前来到，并且独此一家。一辆手推独
轮车，两只炉子，三把茶壶加上一块木
板、几个凳子就是他的全套家什。把一
小匙粉红色的藕粉先用凉开水调成糊
状，再用沸腾的开水冲满碗，就着木板
一勺一勺地品尝。40年过去了，那又甜
又香的滋味还没有忘记。虽然买一碗
只要5分钱，但每年能喝两三次也就知
足了。1974年，这个老头儿准时提前来
到。可老人万万没有料想到，这回等待
他的不是一群小顾客，而是公安民警。
当时西村派出所刚刚成立，只有两位警
员，还是在公社大院里办公。老头儿还
没有支摊，就被王所长发现，要把他带
到派出所。所长边走边问，一碗茶汤放
多少粉，放几颗花生米，最后训斥道，这
一碗就值5分钱，太贵了。从会场到公
社大院有一里路，老头儿推着独轮车，
很不情愿地跟在所长后边，走走停停，
像个俘虏似的。我们几个小伙伴尾随
其后，十分不解，又十分同情，可束手无
策，心想今年的藕粉汤恐怕是喝不到
了。特定年代人的思想现在想起来，简
直不可思议。多年后见到那位所长，提
及此事，都是哈哈一笑。

三

国家鼓励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大约
是1995年，西村的传统庙会由过去的
一年一度增加为每月三次。撇开物价
不谈，商品琳琅满目，市场真够繁荣。

昔日的西村，出山主要通道是山门
河口，庙会上也只是些生活类小商品。
几十年过去，西村如同中国社会一样，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8年开通
了旅游专线青云大道，230省道在2022
年已经奠基，沿太行山高速今年春季开
工。国家实行乡村振兴战略，为山乡发
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传统庙会已经远
远不能适应形势需要。西村一带出产
各种农产品和土特产，具备建立土特产
集散地的有利条件。有关方面正在探
索如何建立常态化的山货农贸市场，服
务旅游，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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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路易·罗班松大使曾履职马
达加斯加的国家卫生部部长、医师协
会会长、医师协会荣誉会长，出任驻
华大使至今，为推进中马两国的经
济、文化、健康交流与友好合作，注入
了新的活力。

作为一名医学博士、资深医学专
家，他尤其青睐中国传统医学。当他
偶然获悉“四大怀药”原产地的河南
省焦作市有一所颇富影响力的焦作
中海中医肿瘤医院，许多海外癌症患
者纷至沓来，不禁产生浓厚兴趣，遂
积极寻找友好人士牵线搭桥，期待通
过面晤深度磋商国际合作项目与医
学领域的技术交流，达成中马之间的
国际医学合作。

“张氏中医世家”是焦作中海中
医肿瘤医院的立院之基，历经 350
余年医脉赓续、薪火相传，患者遍及
全国各地以及北美、东亚、北欧、东
南亚等地。墨西哥中华企业协会会
长、墨西哥浙江商会主席，墨西哥尤
卡坦半岛华侨中文学校校董金加池
先生和墨西哥中华企业协会副会长
牛董菲女士，欣然出任该院海外名
誉院长。

大使还了解到，张中海先生系明
代医学家张景岳第16世裔孙、“张氏
中医世家”第14代传承人，曾执业于
北京同仁堂、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知
名医疗机构。张中海师从诸多国医
大师、国家名老中医，凭藉自身40余
年治癌经验，精研岐黄，创建了“肿瘤
复元归畅学说”“肿瘤消瘀疏滞理
论”。他化裁祖方研创的新药“开道
膏”“除噎散”，治疗各种鳞状细胞癌
屡验屡效，《中国老年报》《中国青年
报》《北京晚报》以及央视健康频道等
20多家广播电视台广为报道。2024

年1月，张中海荣膺中国医药教育协
会食药安全教育工作委员会颁发的

“张氏中医世家(中医肿瘤)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卓越贡献奖”。

大使馆是一国在建交国首都派
驻的常设外交代表机关。北京市朝
阳区中西部的三里屯使馆区，坐落
着许多风格各异的标志性建筑。笼
罩着神秘面纱的大使馆院内，一面
面陌生的国旗在旗杆上飘扬。使馆
外侧的深绿色围栏，门口值守的武
警战士，无不传导出威严、神秘的氛
围。

年逾七旬的让·路易·罗班松大
使，精神矍铄，和蔼可亲。7月27日，
宾主落座后，他激情洋溢地介绍了他
们国家的基本国情、医疗卫生事业现
状、恶性肿瘤发病情况、中医医疗需
求。他说，焦作中海中医肿瘤医院的

食管癌治疗居于国际前列，各种鳞状
细胞癌的治疗也颇具特色，令业界仰
慕。马方政府非常期待焦作中海中
医肿瘤医院等中国知名医疗机构、中
医学界的专家学者，赴马投资医疗健
康产业、开办医疗机构，让中国传统
医学在马方落地开花，提升民众福
祉。

张毛毛通过PPT形式，饶有兴致
地讲解了该院的医疗特色、中医肿瘤
治疗核心技术，疗愈的各种恶性肿瘤
的典型案例。张中海向大使展示了
中医把脉、望诊等传统医学技艺。

宾主会晤时，双方就深化交流、
整合资源、促进合作，共同促进中医
肿瘤治疗技术与文化交流等重点合
作项目达成共识。焦作中海中医肿
瘤医院研创的“开道膏”“除噎散”中
药品种被列为马方驻华使馆的指定

用品。马方首批选派10名留学生，
赴中海医院研修中医肿瘤治疗技
术。院方提供便利的医疗条件，优裕
的康复环境，接纳马方推送的肿瘤病
患者来华就医……

获颁“马达加斯加驻华大使特聘
保健专家”证书后，张中海向大使赠
送了他的医学著作《中草药临床应用
经验集锦》以及展示其40余年医学
生涯的长篇非虚构文学著作《治瘤王
传奇》。大使欣然题词，“衷心感谢致
力中医发展”“衷心感谢并祝愿张中
海院长——伟大的中医践行者成
功”。

让·路易·罗班松大使还向“张氏
中医世家”第15代传承人张毛毛、张
婷婷、张书梦、孙婷、张帆等颁授了

“马达加斯加驻华大使特邀保健中
医”证书。

图① 大使（右）为张毛毛颁发
“马达加斯加驻华大使特邀保健中
医”证书

图② 张氏中医世家传承人与
大使集体合影

图③ 大使颁授的驻华大使馆
指定用品证书

图④ 大使（右）为张中海颁发
“马达加斯加驻华大使特聘保健专
家”证书

图⑤ 获颁“马达加斯加驻华大
使特聘保健专家”“马达加斯加驻华
大使特邀保健中医”证书者，与大使
集体合影

图⑥ 张毛毛使用 PPT 介绍医
院特色医疗技术

图⑦ 大使颁授的驻华大使特
聘保健专家证书。

张明伟 摄

来自马达加斯加共和国驻华使馆的邀约
□王保友

2024年7月27日，北京三里屯东街3号，马达加斯加

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洋溢着一派友好祥和的气氛。

焦作中海中医肿瘤医院院长张毛毛（张波），学术院长、

中医肿瘤科专家张中海，医院创始人、投资人苗桂香女士等

“张氏中医世家”传承人一行10人如约到访。马达加斯加共

和国驻华大使让·路易·罗班松（Jean·Louis·ROBINSON）在

其使馆官邸迎接。

马达加斯加共和国被誉为印度洋上的明珠。国土面积

59.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30万。

1972年11月，中国与马达加斯加建立外交关系后，不断

深化政治互信，外交关系稳步发展，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传

统友谊愈发深厚。中国向马方派遣的23批计687人次医疗

队，建成了4个援马医疗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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