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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学典

时隔三年时隔三年，，知名专家学者再次走进段村知名专家学者再次走进段村——

2021 年初冬，黄

河科技学院、河南大学、河

南师范大学的众多学者和

焦作市文化古建专家来到

温县番田镇段村，为千年

古村的发展“把脉问诊”，

本报以《省市知名文化专

家“把脉”温县段村——文

化赋能，让古村重现芳华》

为题，整版报道了此事。

时隔 3 年，这些专家学者

再次来到段村。

上图
基地授牌仪
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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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外专家
齐聚段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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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之功换来6块牌子

11月23日上午，位于温县西陲的村
庄段村，锣鼓喧天，大咖云集。在30余
位文化和农业生态专家、高校学者以及
数百位村民的共同见证下，一处老宅子
的外墙挂上了6块金光闪闪的牌子，分
别是黄河科技学院乡村生态文化研究基
地、黄河科技学院传媒类人才实践教学
基地、河南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实
践基地、柯布生态书院、蜀葵文化研究基
地和北京大北农集团铁棍山药种植培育
基地。

“3年前，我受邀来到段村，提出想
在村里找处院子打造生态文明研究基地
的想法，没想到村里特别重视，安排专人
对接。段村党支部书记秦鸿党更是往返
郑州数十次，征求我们的意见。由于是
一处清代宅院，他们还特地邀请不少古
建筑专家，在充分保留建筑原貌的状态
下对院子进行了提升改造。”78岁的黄
河科技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鲁枢
元说。

鲁枢元长期致力于生态文化的研究
与实践，倡导打造“陶渊明式的诗意栖息
村庄”，他的著作《陶渊明的幽灵》荣获鲁
迅文学奖，被翻译成多国文字。

鲁枢元说：“段村人实在是太有心
了，还在院里扎上竹篱笆，种上各种蔬菜
和怀菊花，整个改造非常贴近自然、贴近
生态。”

“经过调查，小小的段村竟然有9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一项都是传承有序
的活化样态。所以，我们将非遗实践基
地设在这里，将陆续派出师生充分挖掘
这方天地里独特的非遗魅力，培养好非
遗传承接班人，讲好段村千年文化故
事。”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赵黎波
说。

“3年前，听说段村要在村里种满蜀
葵，我说只要有1万株蜀葵开花，我就来
村里办蜀葵画展。没想到，当年村里就
种下了3万株蜀葵，现在已有近10万株
了。每到春夏之交，满村蜀葵锦绣成林、
花开满街，段村的诚意打动了我。”画家
李玉梅激动地说，“我已经在这里连续办
了两年蜀葵画展，今后还要一直办下
去。”

“今年5月底，我来看了蜀葵画展。
如今，段村又在墙上绘满了蜀葵花，有想
法，更有执行力。”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公
共服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省文化和旅
游厅原一级巡视员康洁对段村蜀葵画展
印象深刻，她指着段村粮仓美术馆的巨
幅蜀葵墙画赞不绝口，“‘栽下梧桐树，引
来金凤凰’，段村种下蜀葵花就引来了蜀
葵画家。我建议段村继续努力，争取来
年申报最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

“去年的段村百年摄影展让我惊讶，
这个小村子竟然有1902年的老照片，还
完整保存了村学校1950年建校后每一
届师生的合影和各种文体活动照片。村
民将精选过的2000多张照片张贴在大

街小巷，引来了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
者。”省文化产业智库专家组组长郑泰森
赞叹不已。

“段村这3年来积极申报传统村落
和千年古村落，全村动员搜集老照片办
村庄百年摄影展、种蜀葵改善人居环境、
积极开展文物普查，党建引领+人才赋
能走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产业振兴之
路，值得点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社会学与生态文明教研部退休教授
刘忱说。

世界著名生态经济学家、美国中美
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美国国家人文
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特地从美国发
来祝贺视频。

16位荣誉村民齐心聚力谋振兴

“咱村从今天起增加16位荣誉村
民，为了感谢他们在段村振兴工作中给
予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特颁发荣誉
证书，欢迎各位荣誉村民多为咱村的经
济发展和文化建设建言献策。”秦鸿党高
举话筒郑重宣布。

在热烈的鼓乐声和掌声中，鲁枢元
和中国科学院《人与生物圈》杂志副总编
辑、生态学家陈向军，中国农业大学农民
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新华社高级记
者、终审发稿人郝耀华，《光明日报》河南
记者站站长刘先琴，《河南日报》记者王
晓平，北京大北农集团河南区总裁王杰，
收藏家叶楠等16人接过段村荣誉村民
证书。

当天下午，这些荣誉村民和原住村
民促膝长谈，共谋段村发展大计。

“咱村历史文化厚重，是中原文化重
要的传承区域，一定要挖掘自己独特的

‘四大怀药’文化、传统建筑、非遗传承和
蜀葵美学经济，争取为解剖新时期中国
乡村文化提供一个好的标本。这方面我
愿意为村里作出自己的努力。”朱启臻打
开了话匣子。

“中原作家除了要做时代的书记员
外，还要倡导生态文学思想，从不同角度
进入生态文学，唤起人们对自然家园的
关注。”河南省文学院原副院长、文化学
者、书画家冯杰接过了话茬，“我愿意用
我的笔为段村书写，我现在承诺，玉梅大
姐明年春天办蜀葵画展，我就在秋天搞
画展，就画段村的庄稼，再画几幅咱村的
铁棍山药。”

“作为一名记者，我要为段村写几篇
文章，和今天其他几位记者身份的荣誉
村民一起，当好段村的宣传员。”郝耀华
的发言振奋人心。

“我们将助力段村做好‘四大怀药’
的产业扶持工作，争取将段村的好山药
销售到全国各地。”王杰的承诺引起会场
欢呼声一片。

“段村集全村之力，经过3年努力，
成功申报了省级传统村落、秦氏古民居
申报省级文保单位，举办多次画展、百年
摄影展、怀药文物展和非遗展演，在文化
振兴、生态振兴和人才振兴上做足了文
章，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凝心
聚力、众人拾柴，段村的经验值得番田镇
其他村庄学习和推广。”温县县委常委、
统战部长兼番田镇党委书记张辉说。

活动当天，画家李玉梅蜀葵文化工
作室、河南广播电视台记者张艳山药养
生美食研究中心和收藏家叶楠收藏工作
室举行了开工仪式。

11月24日一大早，秦鸿党被一通电
话吵醒，接通后，话筒那头传来河南理工
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原院长、中原
传统村落建筑文化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
兴义的声音。“秦书记，请您也在村里帮
我选一处院子，我也要将中原传统建筑
工作室设在咱村。在院子里栽上几棵梧
桐树，就叫梧桐小院，争取吸引更多的优
秀人士走进段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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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节气过后，气温下降明
显，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逐渐增
多。市第五人民医院内三科主任
杨静提醒，心血管疾病的发病与
天气有较大关系，患有高血压、高
血糖的老年人应更加小心谨慎，
切记做好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工
作。

今年72岁的周先生一周前因
乏力、胸闷等症状，被家人送去了
医院。经检查，周先生患上了心
血管疾病，需要住院治疗。“平常
心脏功能就不太好，近几年，每年
冬季都要住院治疗一次。入冬后
天气寒冷，得格外小心才行。”周
先生的家人说。

科学研究发现，寒冷会对心
血管健康产生重大影响，了解寒
冷对身体的影响并采取预防措
施，就会降低灾难发生的风险。
寒冷对人体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
血管收缩，通常表现为血压升
高。寒冷还容易诱发血管痉挛和
血栓形成，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
梗死。相对于寒冷本身，气温降
低的幅度更为重要。因此，急剧
降温时是脑卒中和心肌梗死高发
的时间。另外，冬季气候干燥，会
加速身体的水分流失。在日常生
活中，如果水分补充不及时，人体
会发生血容量不足、血流缓慢及
血液黏稠等情况，易发生血栓性
疾病。

如何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
生？杨静为老年人提了一些建
议：一是关注身体指标变化，每日
监测心率、血压。在监测血压时，
应坚持每天在固定时间测量血
压，并作好记录，如自觉胸闷、乏
力或语言、运动异常等，或测量的
数据出现明显波动，应提高警惕，
及时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

二是做好身体的保暖工作。
低温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病
诱因。在寒冷的天气中，心脑血
管疾病潜在高发病人群应多关注
天气情况，适当添加衣服。外出
时尤其应注意保暖，做好头颈和
手脚的保暖工作，减少冷空气对
身体的刺激。

三是根据身体条件合理饮
食，适量运动，提高免疫力。老年
人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均衡搭
配饮食，建议多吃一些清淡烹饪
的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的蔬菜、鱼
肉蛋奶和豆制品等，每天补充足
量的水分。同时，还要坚持锻炼
身体，选择健康、合理、适度的锻
炼方式，避开早、晚温度较低的时
候。

四是防止身体、心理过度疲
劳。良好的情绪是身体健康的重
要保障。当情绪出现剧烈波动或
身体处于过度疲劳状态时，易引
起血压波动和心脑血管疾病。因
此，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应保持
身体的轻松状态。同时，保持乐
观和积极的心理状态，避免出现
过度恐慌的心理。

随着老龄化社会程度的逐渐
加剧，照护老年人渐渐成为越来越
多人正在面对或即将面对的问题。
当照护老年人的子女也变成老年
人时，照护者也将面临身体、心理
的多重考验。身体越来越吃不消、
精力达不到，便成为很多照护“老
老人”的“小老人”要面对的现实问
题。这现实问题，也亟待破局。

日前，焦作市四月天社工服务
中心设置在解放区新华街道丰源社
区二楼的心理问题咨询室，接到了
一名居民的求助。“我需要你们的帮
助，这段时间我的精神很压抑，时刻
有放弃生活的念头……”求助者情
绪紧张，讲述也变得语无伦次。

究竟是怎么回事？该中心心理
服务志愿者张坤秋请求助者坐下
来，仔细了解了相关情况。

原来，这名求助者已经70岁
了，她的母亲已92岁，生病多年。

“前几年，我的身体还好，母亲的失
能程度没这么严重，我勉强还能照
顾下来。近一年来，我的身体吃不
消了，本身也有高血压、糖尿病。现
在母亲的失能程度越来越严重，我
真是力不从心。”该求助者说。退休
后，她本想趁着时间宽裕，出去旅
游、去老年大学学一些年轻时没时
间学的东西。可没想到，如今的退
休生活和她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该求助者一边说一边流泪，后来竟
泣不成声。

其实，该求助者也为母亲请过
保姆，以减轻自己的压力。但母亲生
病后这些年性情大变，动不动就发
火，请了几次保姆也都以失败告终。
这些天，即使她精心在床边伺候，母
亲也隔三岔五发脾气。有很多次，她
的心情甚至昏暗到想放弃生命。

张坤秋说，最近一段时间，焦
作市四月天社工服务中心接到的
类似求助不在少数。在医学技术快
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寿命明显延
长，很多家庭面临照护难题，不少
刚退休的“小老人”转身投入另一
份全职工作——照护父母。在照护

父母的过程中，由于自身身体原因
及长期照护产生的焦虑、疲惫等心
理影响，很多“小老人”都存在不同
程度的心理问题。

市站前路一家养老服务中心
的负责人说，在一个家庭中，以“小
老人”为主力，长期照护“老老人”，
往往会力不从心。对于“小老人”而
言，长期照护长辈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在照护长辈的过程中，他们往
往会忽略自身的健康需求，更别说
必要的社交活动。尤其是被照护的
老人处于失能状态的情况下，“小
老人”长期不出家门，没有任何与
外界交流的机会，这会加重他们的
孤独感、无助感。与此同时，被照护
者也会产生自己拖累了家人的感
觉，心生愧疚，时常发火，极易让家
庭关系变得紧张。

今年69岁的杨先生也同样为
照顾93岁的母亲而苦恼。半年前，
杨先生做了膝关节置换手术，至今
仍未完全康复。做手术期间，他和
母亲商量，把母亲送到养老机构住
了一段时间。可等他出院了，母亲
也要从养老机构搬回来。“最近一
段时间，我一边照顾自己，一边照
顾母亲，身体实在吃不消。等熬过
这段时间，我的身体好转了，可能
心情也就好了。”杨先生安慰自己。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多数
老年人选择居家和社区养老，形成

“9073”格局，即90%的老年人选
择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依托社
区支持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机
构养老。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逐
渐加剧，越来越多“小老人”照顾

“老老人”的情况成为家庭养老的
真实写照。这种“老老照护”模式，
不仅考验着家庭的亲情纽带，也考
验着“小老人”的身心健康。“养老
服务保障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
引导公益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根据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需求，制订精
准化服务方案也很有必要。”我市
一名从事养老服务行业10余年的
业内人士说。

招 租

广告

现有位于人民路中段报业·国贸大厦办公用房对外招
租，该房屋已装修，水、电、中央空调等齐全，是现代化办公
的理想场所，待租面积760平方米。

另有山阳路老报社门面房一间（150平方米）招租。
有意租赁者请致电：（0391）8797661
联系人：邓先生

气温下降明显
警惕心血管病

本报记者 梁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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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老、养老，是一个大的社会
课题，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体情况
的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不
尽相同。为“小老人”提供帮助，帮
助他们更好地照顾“老老人”，同时
让“老老人”多一些精神独立，减轻

“小老人”的照护负担同等重要。
社会助力，可减轻“小老人”的

照护负担。社区搭建平台，引导更
多公益行动参与为老服务，如结对
互助、送餐、陪同看病，开展心理疏
导、陪伴聊天等，均可在不同程度

上缓解家庭养老的压力，减轻养老
负担。

随着身体慢慢变老，许多“老
老人”可能会偏向于更加依赖子女
或其他年轻家庭成员。其实，在身
体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持一分精
神独立，会更有利于家庭成员之间
的正常沟通，彼此间也能获得更多

“喘息”的机会。这需要社会的全
面引导，为高龄老年人搭建一些可
行性高的互助交流平台，也是很有
必要的。

给予老人全方位关怀
□梁智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