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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柿子醋
■ 王文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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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个美丽的
小山村，那里有连绵起伏
的山坡，还有令人难以忘
怀的味道——柿子醋。

每当秋天来临，山上
的柿子树挂满金黄的果
实。我和小伙伴们会拿着
篮子，兴高采烈地去摘柿
子。最让我期待的是将
柿 子 制 成 柿 子 醋 的 那
一刻。

制作柿子醋的过程并
不复杂，却需要耐心和细
心。我记得小时候，每当
家里酿制柿子醋，整个院
子里都弥漫着诱人的酸香
气。那种香气仿佛有一种
魔力，让人忍不住想要尝
一口。酿好的柿子醋，颜
色深红，香气扑鼻。轻轻

一摇，醋液中泛起一层薄
薄的泡沫，仿佛是时光的
涟漪。每一滴柿子醋都充
满了乡愁和记忆，那是属
于故乡的味道，是岁月的
痕迹。

如今，我来到了繁华
的城市，每当在超市里看
到包装精美的柿子醋，总
会想起那片绿水青山。于
我而言，柿子醋不仅仅是
一种美味的调料，更是一
种情感的寄托。它承载着
我们对家乡的思念，对童
年的回忆。每当我回到家
乡，品尝到那熟悉的柿子
醋时，心中的疲惫都会烟
消云散。

繁忙的世界里，我们
都在为了生活而奔波。然

而，不能忘记自己的根，不
能忘记那些陪伴我们成长
的地方。故乡的柿子醋，
就是我心中那份永远不会
消失的记忆。在远离故乡
的日子里，每当夜深人静，
月光洒在窗台，我会想起
那片古老的柿子林，那醇
厚的柿子醋，想念父母制
作柿子醋时候的笑声，想
念他们的善良，想念童年
的一切……

梦里的月光洒在古老
的柿子林上，深红的柿子
仿佛变成了流动的月光，
照亮了我回家的路。那醇
厚的味道，就像一首古老
的乡愁诗篇，诉说着童年
的 故 事 ，温 暖 着 游 子
的心。

如今，随着时代变迁，
古老的酿醋工艺已经逐渐
淡出人们的视线。然而，
每当我们品尝到柿子醋那
独特的味道，总能唤醒内
心深处的乡愁。那种久违
的味道，熟悉的记忆，一辈
子无法忘怀。

故乡的柿子醋，是时
光的味道，岁月的痕迹。
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尝
到那熟悉的味道，总能找
到回家的路。因为，那不
仅仅是一种味道，更是一
种情感的纽带，一种心灵
的归宿。

愿每一个在外漂泊的
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
那份乡愁，愿故乡的柿子
醋永远醇厚而美好。

据记载，隋炀帝因患消渴症（糖尿
病），每天口干舌燥，要频频饮水，后来渐
渐形销骨立，于是下旨诏太医诊治。

太医官连派了四五名平时自称是第一
流的医生，结果一个个有去无回，都被隋炀
帝斩了。太医官东拣西挑，最后指派太医
张玉为皇帝诊治。张玉知道，自己此番前
去，免不了要遭杀身之祸，不禁悲泪纵横。
正当他要回去与家人诀别时，另一位医官
莫君锡主动提出代他为隋炀帝治病。

太医官同意后，莫君锡即取纸和笔画
了“梅林”“雪景”二幅画。次日一早，他带
着二幅画随太医官来到隋炀帝榻前。太
医官跪奏道：“圣上龙体欠安，臣今又派莫
太医前来诊治。”隋炀帝遂赐座。莫君锡
审视其神色，看了看舌头，按了按脉，说：

“陛下龙体之患，乃是真水不足，龙雷之火
上越，非草木金石之品能治，须宽容十天，
待我去求一仙友，取来天池之水灭得这龙
雷之火。为避免风吹草动，望陛下这十天独居一
室，为解寂寞，现呈两幅画供您观赏。”

隋炀帝见他治法与众不同，便准奏。隋炀帝
独处一室，并把莫太医的两幅画挂在墙上观赏。
当看到那幅“梅林”时，只见画面上逼真的黄梅累
累，大而鲜美，不由想起梅子酸甜可口的滋味，从
而唾液津津，再也不口干舌燥了。再看那幅“雪
景”图，千山堆玉，万树皆白，使人从头到脚都会感
到清爽宜人，烦渴之感也减少了。隋炀帝在十天
里，朝夕观画，自觉病情渐渐好转。

莫君锡回到太医院后，终日绘画写书，好像把
为圣上治病的事给忘了。十天之后，他和太医官
又进宫去，只见隋炀帝气色比以前好多了，隋炀帝
见到莫太医便说：“爱卿，你的两幅画画得真好，朕
天天观看，病都好了一半，若再喝下你取来的天池
水，病定会全好。”莫太医忙奏道：“陛下，我的天池
水早已取来了，这十天万岁不是天天都在饮着它
吗？”隋炀帝怒道：“此话怎讲？”莫太医说：“陛下看
梅林思青梅，口中唾液就流淌不止，这就是天池
水。这水不断下咽便浇灭您身上的龙雷之火。陛
下观雪景，心中便不烦渴欲饮，所以病情才有了好
转。望陛下今后朝夕观赏这两幅画，并静心养神，
不出月余，龙体便可大安。”

隋炀帝听了大喜问：“这叫什么治法？”莫君锡
回禀道：“利用外物刺激，使体内产生各种有益变
化，叫移情妙治。”隋炀帝听后，连连称是。

（倪世俊 辑）

这些红红的小灯笼

个个精神饱满

它们按照时节的指令

纷纷披挂上阵

它们具有甜蜜的内心

与柔软的肌肤

摘下一枚，捧在掌心

我的乡愁啊，你还别说

那可是沉甸甸的牵挂啊

柿子红了
■ 季 川

诗苑

黄元御出生在康熙四十四
年（公元1705年），黄家世代以读
书为荣，黄元御成长在这书香
中，可以说是“诸子百家，靡不
精熟”。

雍正十二年（1734），黄元御
二十九岁，由于过度劳累，左眼
突然开始发红，感觉眼睛特别地
干涩，当时没怎么在意。结果，
三天以后，整个白睛都红了，像
出血一样，并且肿了起来，渐渐
地把黑睛给包围上了。不巧的
是遇到了庸医以为实火，误用大
黄、黄连等寒泄之剂，不但眼睛
没有治好，反而又致脾阳大亏。
最终使得左目完全失明，而且寒
泄的汤药把黄元御的脾胃彻底
给搞垮了。

科举时代，五官不正，不准
入仕。遭此劫难，他发愤立志：

“生不为名相济世，亦当为名医
济人。”黄元御凭着深厚的文化
功底，用了三年的时间，苦读历
代数百医家对于《伤寒论》的注
解，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治病
理论体系，于是医名大盛，当时
的人将之与诸城名医臧枚吉并

称“南臧北黄”。
黄元御认为人是一个圆圈，

把一切病都归入到这个圆圈的
运转失常，这就是他的“圆卷理
论”。“圆卷理论”大概的意思是
说这人体里面，五脏六腑是上下
分布的，这些脏腑所引导的气机
也是处于动态中。肾在最下面，
肾火上升，使得脾土温暖，脾气
上升，把胃吸收的营养发送到全
身，同时肝气也随着脾土之气
上升。心火的特点也是上升，
而脾、肝、心的运动都是发生在
左边的身体里。上升之气到达
最上面遇到肺，肺气是肃降的，
同时，胃气也下降，于是身体右
边就发生着胃气和胆气随着肺
气下降，最终降到了肾水中。
这 样 左 升 右 降 就 形 成 了 一 个

“圆圈”。
有个姓钱的农户，秋收时，

因为干活太卖力，开始咳嗽，有
痰，然后开始咯紫黑色的血，一
直吐了一年有余，有人便推荐请
黄元御来看看。黄元御发现，病
人吐血“一吐数碗”，来不及从嘴
里冒出来，就从鼻孔里往外流。

而且他肌肤发麻，脑袋痛，身上
忽冷忽热，口渴，吃不下饭，出
汗，还遗精。晚上睡眠不好，只
要一躺下，就开始喘，只能坐着
睡觉，一旦身体倾斜，就会吐血，
天气一凉，病就开始加重，大便
也不成形。

黄元御诊脉后说：“这是湿
气重，严重地影响了脾气的上
升，身体里的‘圆圈’就不转动
了。圆圈不转，心火不降，热气
全 堵 在 上 面 了 而 下 面 全 是
寒气。”

于是黄元御提笔写下了药
方：茯苓、甘草、半夏、干姜、丹
皮、牡蛎、桂枝、白芍。这个方子
里面的茯苓去湿气，使得脾气上
升；甘草补脾益气、调和药性；半
夏，药性下行，同时燥湿；干姜，
暖下焦；丹皮清肝胆之火，白芍
柔肝，滋阴血，丹皮和白芍在一
起，可以使肝气疏达；牡蛎下行，
可 以 收 敛 浮 火 ，使 之 下 降 至
下焦。

这个药服用了一个月，病即
痊愈了。

（殷欣奎 辑）

黄 元 御 和 他 神 奇 的“ 圆 圈 ”进入霜降后，气温逐渐变
冷。记忆中，农人们将地里的
红薯纷纷起出，留下一部分日
常食用，其余放入红薯窖留着
日后慢慢吃。

小时候，每个生产队都在
棉花地里套种红薯，它易于管
理，产量也高，物质匮乏的年

代，它不仅能填饱肚子还是小
娃们最喜爱的“零食”。霜降
一过，红薯内的淀粉转化为更
多的糖分，生吃酥脆甘甜。

乡亲们拉车提笼、掮锨拿
镢，忙碌数日便把地里成熟的
红薯收获到家。煮好饭菜，父
母总会利用灶膛里尚有余温
的柴灰，烤上几个红薯。吃完
饭，埋在柴灰里的红薯也该焐
熟了。皮焦里软的红薯从灶
膛里刨出来后，散发着一股迷
人的香甜味。怕手烫，我和二
哥干脆用衣角撩着烤红薯兴
高采烈地跑出灶房，去享受它
的美味。那些年，乡亲们把队
上分到自家的红薯，或蒸或

炒，或与米饭同煮，味道好极
了，填饱了肚子，度过了饥荒，
打发了岁月。

《本草纲目》记载：“甘薯
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食之
长寿……”甘薯就是指红薯，
又称红芋、山芋等，它还有“长
寿食品”之誉。红薯是一种常

见的杂粮食品，含有丰富的碳
水化合物以及膳食纤维素、胡
萝卜素、矿物质等多种有益
成分。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经
常食用红薯，可以起到抗癌，
保护心脏和预防便秘等作用。
把红薯和米、面混在一起食
用，能够提升饭食的营养成
分，有益健康。

几十年一晃而过，回首
往昔，我觉得幸福离我们其
实 是 很 近 的 。 就 说 这 红 薯
吧，潜藏于心，在我的记忆
里，它是温暖的，甜蜜的。如
今，每当想念家乡，我都要喝
上一碗黏糊绵甜的红薯粥，
心窝暖暖的。

忆红薯 心窝甜
■ 马小江

中药故事情感驿站

医林撷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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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促进中医中药协调发展
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

区建设是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的重要举措。11月1日，在
国新办就“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
质量发展护佑人民健康”举行的
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党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
长余艳红介绍了国家中医药综
合改革示范区建设的最新进展
和成效。

余艳红表示，2021年12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家发
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药监局批复
上海、浙江、江西、山东、湖南、广

东、四川等7省（市）建设国家中
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一年多
来，示范区建设已形成了全面发
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良好
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
方面：

一是组织领导得到加强，中
医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功
能更加突出。各示范区成立省

（市）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把示
范区建设列入了党代会报告、深
改委工作要点、政府工作报告中
予以统筹推进，制定建设方案，
明确改革“任务书”和“施工图”。

二是统筹协调形成合力，中

医药综合改革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得到加强。各部委加
强指导支持，各示范区强化综合
改革“一盘棋”，省级各部门加强
协调联动，制定系列专项改革方
案，鼓励地市围绕不同主题先行
先 试 ，以“ 小 切 口 ”撬 动“ 大
变化”。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和改革
创新，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
现突破。上海着力把社区打造
为中医药服务主阵地，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100％开设了中医科。
浙江以“中医处方一件事”数字
化改革为切入口，推动中医医院

实现临床、科研、服务的系统性
重塑和全过程监管。山东、湖南
开展中医优势病种“按疗效价值
付费”改革，中医医院特色优势
不断彰显，次均住院费用明显下
降。江西、四川强化标准化体系
建设，中医药产业集群效应不断
放大。

四是服务国家战略更加主
动，助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区域协
调发展。各示范区积极推进中
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建设了13个中医药海外中
心和 9 个国家国际合作基地。
广东以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

为抓手，协同推进港澳中医师到
内地公立医疗机构执业，简化港
澳已上市的传统外用中成药在
内地注册审批流程，推进内地

（广东省中医院）院内制剂获批
跨境至澳门使用，促进了大湾区
中医药共建共享。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中医药
传承创新关键问题，发挥地方资
源禀赋和特色优势，进一步调动
改革创新主观能动性，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促进中医中药协调发
展，积极推广改革成果和经验，
让更多地方、更多人民获益。

（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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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中藏医药服务网络基本建立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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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中医药
独特作用发挥得更加充分，人才队伍建设和文
化传承创新更加强化……10月25日，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在京召开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印发和全国中
医药大会召开4周年媒体座谈会介绍，4年来，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成果丰硕，相关重点任
务有序推进。

4 年来，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成绩斐然。
2019~2023 年，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
预算内投资约 400亿元，支持改善中医药机构
基础设施条件，中医药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
完善。

根据卫生健康统计数据，2019~2022年，中
医医院房屋建筑面积由7528.41万平方米增加
到 9834.31 万平方米，万元以上设备总价值由
1563.93 亿元增长到 2302.31 亿元。同时，启动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四五”行动
计划，2021~2022年累计支持12030个基层中医
馆建设。

4 年间，中医药的独特作用得到了进一步
发挥。在中央财政支持下，2022年全国已开展
建设250个中医优势专科。中药质量安全监管
也在强化，全国已有31个省份和237个地市建
立中药药事管理质控中心，监控医疗机构中药
饮片质量。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4年来，医教协同推
动中医药教育改革不断深化。自2021级起，将
中医药课程列为本科临床医学类专业必修课
和毕业实习内容，组织40余所本科院校开展了
5 次中医药经典能力等级考试试点，促进院校
强化中医药经典教学；组建15个中医药多学科
交叉创新团队和20个中医药传承创新团队，着
眼于重点领域关键问题，集中行业内外优势力
量协同攻关。

此外，中医药传承与开放创新发展也有长足
进展。据介绍，在持续做好《中华医藏》编纂工作
的同时，国家实施了中医药古籍文献传承专项，
将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列入中华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 （来源：健康报）

四川省民族地区中医药发展大会召开

开创民族地区中医药发展新局面
10 月 25 日，四川省民族地

区中医药发展大会在阿坝州若
尔盖县召开。会议旨在落实关
于推进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
范 区 和 中 医 药 强 省 建 设 的 部
署，分析当前民族地区中医药
发展面临的形势,研究部署下一
步重点任务，推进民族地区中
医药工作加快追赶、跨越发展。

近年来，四川民族地区建成
了省藏医医院、藏羌医医院、彝
医医院和 68 所公立中医（少数
民族医）医院、1114 个中医（少
数民族医）馆，中医（少数民族
医）药可及性大幅提升；民族地
区种植中药材达 378 万亩、产值
140 亿元，助力乡村振兴及地方
经济发展；藏、羌、彝、苗、蒙等

少数民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少 数 民 族 医 药 文 化 进 一 步
弘扬。

会议强调，要合力开创民族
地区中医药发展新局面。持续
补短板强弱项，建立和完善覆
盖城乡的中医医疗服务网络，
不断提升服务能力；持续扬优
势强链条，推进中药材规模化
标准化种植，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和转型升级；持续抓融合添
动能，建设一批健康产业集聚
区，推动中医药与旅游融合发
展；持续强传承抓创新，加强少
数民族医药挖掘阐释、古典古
籍整理研究，让中医药文化家
喻户晓、深入人心。切实发挥
好统筹协调作用，主要领导亲

自谋划、亲自过问，重大事项亲
自推动；在项目、资金、政策上
拿出实招，精准支持民族地区
中医药补短强弱，以实际行动
切实推进民族地区中医药振兴
发展。

会议表示，要提升政治站
位，聚焦民族地区中医药发展
薄 弱 环 节 ，扛 起 责 任 、补 齐 短
板、奋发图强，切实推进民族地
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会上，各地各部门代表围绕
医 保 支 持 民 族 地 区 中 医 药 发
展、少数民族医药产业等作了
交流。 （来源：人民网）

目前，青海省中藏医药服务
网络基本建立。该省 53 所综合
医院和 20 所妇幼保健机构开展
中藏医药服务，占比分别达到
86.89%和38.46%。

近年来，青海省大力实施基
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将中
藏医药各项工作做得更细更实，各
项制度措施落实得更快更稳，全面
推进中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青海省印发《关于将部分藏

医医疗机构中药饮片纳入青海
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
育保险支付范围的通知》，将 150
种藏医医疗机构常用中药饮片
纳入医保支付范围。202种中药
制剂纳入医保目录，占该省中医
医疗机构制剂的85.2%。

此外，青海中藏医药交流合
作日益频繁。2022年，由青海省
藏医药学会牵头，来自西藏、四
川、云南、甘肃等省区6家藏医药

学术团体共同建立藏医药学会
发展联盟，助推藏医药事业全面
振兴发展。2023年，青海大学选
派青海省藏医院藏医专家赴俄
罗斯象雄藏医学院开展藏医药
教学工作，举办学术讲座3场，诊
疗患者700余人次。同时举办了
全国首届藏医人体生命科学研
讨会，促进藏医人体学教学实
训、人才培养、场馆建设等方面
的交流。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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