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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百 味味 人人 生生

本报讯(李修德 记者 宋金婷)当前心
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等疾病为主
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身
体健康、增加疾病负担、导致劳动力人口残
疾乃至过早死亡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为获
得我市慢性病危险因素及主要慢性病患病状
况等数据，近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金
安区城北乡启动全市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调

查项目。
该项目随机抽取我市四个县区，共16个

乡镇、 6 4个村进行调查，调查样本量约
3000人。调查内容包括居民的基本信息、
疾病与用药史、个人生活习惯、体育活动情
况、饮食、记忆功能、主要慢性病相关信
息、重点慢性病核心知识、口腔卫生健康状
况，并通过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了解人群

的身体健康状况。此次调查项目是我市首次
大规模的人群健康调查，参与的项目点和人
群均采取随机抽样，得到的数据可以代表我
市的人群健康水平。

为了保障现场调查质量，确保数据的准
确性和代表性，市疾控中心还与安徽医科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进行合作，由该院营养流行
病学课题组负责全程质控。调查启动前进行

多轮问卷论证和现场调查培训。为确保项目
顺利进行，本次调查共10余人参加现场调查
和体格检查等工作。截至7月初，市疾控中
心在城北乡完成219人的调查工作。通过此
次调查有效提高了群众对慢性病患病危险因
素的认识，促进了人们健康理念和健康生活
方式的形成。

我市启动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调查项目

近日，六安城区各献血点迎来
了一群特殊的献血者，他们就是刚
刚高考结束的应届考生，这些刚刚
年满18岁的孩子们共同用热血纪
念高考，纪念青春。
今年受疫情影响，高三学生们度

过了漫长的居家学习时光。“得知疫
情期间六安爱心血液驰援湖北，便一
直想来献血，可是因为要参加高考，
所以血站医务人员建议我们高考结
束后再来献血。”7月12日，来自毛坦厂
中学东城校区的4名阳光大男孩———
余文涛、周浩天、赵晨阳、杨飞，直奔百

大爱心献血屋，共同展臂献热血，用无
偿献血的方式告别自己的高中时代，
用热血迎接人生的新征程。
“我是A型血，献了300毫升，我同
学有的是B型血，有的是AB型血，我
们约好了高考结束后要一块来献
血。”余文涛笑着说道。献血屋内，同
学们有说有笑，相互鼓励，其乐融融。
高考结束，考生以献血纪念青

葱岁月，迎接全新的人生旅程，一
张献血留影，一本无偿献血证，是
他们热血青春最美好的纪念，也是
最美的成人礼。

本报讯（记
者 宋金婷）为
促进合理用药，
提高患者 用 药
依从性，皖西卫
生职业 学 院附
属医院(六安市
第二人民医院)

开通线上 免 费
用药咨询服务，
保 障各类患者
及 公众的健康
用药需求。

平 时 生 病
时我 们 经 常 自
己买药用药，心
想一 丁 点 小 病
没 必 要 去 看 医
生；碰到用药疑
问 也 不会专 门
去医院咨询，殊
不知这小小的随意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根据一项“百姓
安全用药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不合理用药情况十分严重，
约占用药者的12%—32%。

那么线上用药咨询具体怎么操作呢？只需简单4步就
可以完成咨询。

第一步：关注“六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官网”微信公众
号；

第二步：进入公众号后，点击下角“就医服务”图标，点
击“用药咨询”；

第三步：进入用药咨询平台后，选择“平台咨询药师”，
点击“药师”进入；

第四步：填写患者相关病史信息，在线咨询，并对药师
进行服务评价。

您也可以直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直接进入医院公众
号，进入后，如上操作。

1 .用药指导、用药教育等相关问题的解答，药物治疗
效果评价。

2 .安全用药宣讲，指导您在服药过程中如何观察疗
效和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指导您在出现用药问题时该
如何正确处理和应对。

3 .对慢性病患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
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慢性疼痛、精神科
用药等)进行长期用药管理，解决长期药物治疗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用药问题。

4 .对特殊患者(如老人、儿童、妊娠哺乳期、肝肾功
能不全等)提供个体化的用药指导，提高用药的安全性。

5 .对于特殊障碍患者，必要时利用节假日提供志愿
者上门服务。

请您在线咨询时尽可能提供详细病史和用药史等相
关资料药师会根据您的资料进行专业、系统而完整地解
答。目前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

咨询时间：上午8:30至11:30，下午14:00至17:30；
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本报讯(记者 宋金婷)为解决儿童营养问
题，7月18日，四川省妇幼保健院、中华预防医
学会心身健康学组、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女心理
保健技术学组及广东、山东、六安市妇幼保健院
等多家医疗机构联合主办“儿童营养问题及应
对”线上课程。本期主题为快乐进餐，健康成
长，把儿童喂养行为的培养、婴幼儿常见营养问
题的解答应对方法带给千家万户。

家有萌宝，很多孩子从添加辅食开始就出现
边吃饭边玩边看电视的情况，或者含着饭菜不嚼

不吞，爱吃零食、挑食、不喂饭就不吃饭，这让
父母很是头疼。合理的营养是儿童健康成长的基
础，作为父母需要了解如何避免宝宝出现喂养行
为问题，如何为宝宝提供合理的营养、如何预防
儿童出现营养问题，如缺铁性贫血、维生素D缺
乏性佝偻病、营养不良、单纯性肥胖等。

本期课程分为婴幼儿常见营养问题、儿童喂
养行为的培养、互动、分享与答疑等环节，主要
针对儿童成长中的常见营养问题开展线上宣教，
旨在快乐进餐，健康成长。

舒城讯(卢贤傲)近日，舒城县干汊河镇为让
辖区群众充分了解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疾病
的防治知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有效防止该疾
病的发生，积极开展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防
治宣传活动。

该镇通过召开会议、出宣传栏、利用广播、
电子显示频、医务人员进村开展健康义诊结合宣
讲、并发放相关宣传材料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
蜱虫病防治知识宣传活动，着重宣传蜱虫病的寄

宿特点、传播途径、发病过程、危害、治疗、预
防等方面知识，同时提醒广大居民，一旦被蜱虫
叮咬，不能用手直接抓蜱，采取科学有效的办法
取出蜱虫，如出现发热、头疼、肌肉酸痛等症状
及时就医，并告知医生。

该镇通过广泛开展蜱虫病防治宣传活动，及
时向辖区广大居民普及了蜱虫病的防治知识，提
高了广大居民防护意识和能力，强化了公共卫生
防范措施。

本报讯(王存双)连日来，裕安区狮子岗乡组织医务人员
逐村为1900多位老年人健康体检，大力弘扬爱老、敬老、孝
老、助老的传统美德，紧紧围绕老年人的健康保健、精神慰
藉、权益保障开展活动。

医护人员详细讲解高血压、糖尿病健康教育防治知识，
提高老人们的健康意识，倡导健康生活，网上验证老年人健
康档案，开展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预防等常规检
查和咨询，嘱咐他们对冠状肺炎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防控措施，注意平时生活习惯，少吃或不吃食有太多糖分的
食品，普及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核心内容和“三减三健”
等科学知识。活动发放宣传折页3000余份，指导老年人对疾
病做到早预防、早治疗，让老年人将“健康身体、健康知
识、健康用品”带回家，成为健康生活的传播者、受益者。

专业药师免费线上

用药咨询开通

E-mail:78454287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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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师将为您提供以下帮助:

快乐进餐 健康成长

干汊河镇开展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防治宣传

狮 子 岗 乡 关 爱 老 人 健 康
无无偿偿献献血血 最最美美成成人人礼礼
张庭婷 本报记者 宋金婷 文/图

板 车

我对于车的最初记忆是一辆板车。
1968年秋季，那时我是孟家圩子里小南京
学校小学四年级学生。当时父亲在梅山造
纸厂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带头响应毛
主席号召，让母亲带着孩子下放农村，回到
老家生产队里劳动。由于老家房子年久失
修，需要准备些材料重新翻建，其中屋顶所
需的扎麻桔杆的元竹要到十几公里外的白
塔畈去买。父亲在黄林镇搬运站一个亲戚
家借了一辆木制板车，带上我去买元竹。

父亲之所以要带上我，一是路上有个
伴，再就是因为去白塔畈要路经一个叫仙
花的村庄有一段山岭坡路，父亲一个人要
把装满竹子的板车拉上岭头是非常吃力
的，带上我可以在上坡时帮助推一把。

我很高兴跟父亲一起去买元竹，1 1岁
了，第一次跟父亲一起出远门，尽管小南京
到白塔畈不过十几公里路，对于那时乡下
孩子来说，算是出远门了。

由于我出生后第二年，父母就被招工
去了县城国营造纸厂工作，把我寄养在村
里伯伯家，我也就成了当时的留守儿童。平
时父亲忙于工作，加上县城到老家村子有
30多里山路，一年里我见不了父母几次。
这次随父亲去拉竹子，往返20多公里，几
乎成了我少年时期与父亲在一起最长的一
段时间。

去的时候是空车，父亲让我坐在板车
上，他拉着我走。虽然板车在石子路上颠
簸得很厉害，可是坐在父亲拉的板车上，
颠簸与摇晃成了留在心底难忘的温馨与
快乐。

自行车

我第一次见到自行车是在上小学五年
级的时候，那时在山村里自行车是稀罕物，
能买得起自行车的人家极少，能买到自行
车的人也是神通广大的人，那个年代自行
车是要凭票才能买到的。

一天，我放学后发现院子里有一辆自
行车，兴奋不已！这是我第一次零距离接触
到自行车。这辆自行车是在邻乡当干部的
我养母的二哥、我的二舅的，他是一位参加
过抗美援朝的转业军人，是我心目中英雄
一样的人物。

我软磨硬缠让二舅到生产队的稻场教
我学骑自行车，仅用午饭前不到一小时时
间，二舅便能松手让我自己骑上一段了，
而且能从前叉单脚下车。午饭后，我赖着
二舅陪我到学校操场再练一会儿，实际上
是想在同学们面前 瑟一下。当我能够不
用二舅扶、独立骑行在操场上，引来很多
老师和同学的围观与羡慕，当时真有飞起
来的感觉……

第一次骑自行车的记忆难忘，但是令
我对自行车终身难忘的，是我应征入伍后
的第二年发生的一件事。那年暑期，我的养
母和我的妹妹到部队去看我，养母和妹妹
是搭乘梅山造纸厂的卡车到六安市，次日
转乘长途汽车再到南京。养母和妹妹匆忙
间把给我准备的一包花生落在了家里，父
亲发现后，急忙骑上自行车往六安市方向
追赶。自行车怎么能追得上大卡车？父亲一
直追了60多公里，在六安的一个旅馆里找

到了我的养母和妹妹，把一包花生交给了
她们。父亲后来说：“那次真是把我累趴下
了！”父亲平时对我是严厉的，可就是这位
严厉的父亲，为给在远方服兵役的儿子带
一包花生，在崎岖不平的土公路上骑行60

多公里，一路撒下了汗水，也撒下了满满的
父爱……后来，每当看到父亲的那辆自行
车，我都心生感动与感恩。

卡 车

我第一次看到的汽车是在父亲工作的
梅山造纸厂，是一辆为造纸厂拉烧碱的卡
车。一次从县城返回村里，父亲让去合肥拉
烧碱的卡车司机把我和一位到县城相亲的
邻村姑娘带到离县城约有 1 0里路的江店
镇，在江店下车后再步行回到村里。

我第一次离开老家去大城市乘坐的也
是卡车。那是1972年12月2日，刚满15周岁
的我，有幸应征入伍，部队在南京。那时金
寨到南京的唯一道路就是312国道，是一条
坑洼不平的土路。部队派了几辆解放牌卡
车到金寨接我们新兵去南京。那年我父亲
作为工农兵大学生，正在合肥工业大学机
电专业学习。为了能在部队接兵的车队经
过合肥时见儿子一面，父亲很早就赶到车
队必经的长江路口等待，可是当车队经过
时，并未停车，我只能躬身站在卡车后挡板
处向父亲挥手告别……

经过整整一天的行驶，卡车在当晚八
点多才开进军营。第二天上午班长让我填

写登记表时，我把原名“董经合”改成了
“董金合”，当时我改名字的理由就是：卡
车经过合肥而没停，没能让我下车和父亲
见面话别，是我的名字不好。改过的名字
成为我第一次乘卡车的见证，也成了抹不
去的记忆。

“小包车”

上世纪七十年代山里人把轿车叫作
“小包车”，能乘坐“小包车”的一般得官
至县团级以上。我在八十年代初提拔为
南京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干事，一次
跟随首长乘坐吉普车(即百姓所称的小包
车 )到大别山里军区司令部直属部队视
察，首长知道我的家就在金寨，离部队驻
地不远，便破例让小车司机送我回家看
望父母。

小车行至黄林镇时，巧遇我母亲和其
同事回家，我便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请母
亲她们上车一道回家。母亲见小包车里是
我，喜出望外，激动不已。当车到家时，母亲
连忙跟司机说：“车就停在我家门口。”骄傲
之情溢于言表。在那个年代，只有县长的家
门口才会停着小包车的！普通工人家门口
能停着小包车，那是很体面的。

虽然后来家门口先后停过比 7 0年代
“小包车”高级得多的桑塔纳、丰田、帕杰
罗和宝马等轿车，但是我没再看到母亲脸
上流露出“小包车”停在门前时那样骄傲
与满足。

智能电动车

定居上海的儿子在开过各式汽车后，
居然带着一拨朋友开着哈雷摩托车在家乡
的红岭公路上兜风，回头率很高。但是作为
父亲，我并未引以为傲，倒是他卖掉车买了
辆智能电动车引起我的注意并为之点赞。
车子就是一种交通工具，无论豪华与否，
能够给人带来便利、不浪费资源、不污染
环境、安全可靠的车，才是真的好车。

坐在儿子的智能电动车上，老人
与车上人工智能nomi的对话很有意
思：

老人：“nomi，我要去金寨县
梅山镇小南京村怎么走？”

nomi：“好的，我现在为你
导航。”

老人：“nomi，我肚子饿
了，能帮我找个饭店吗？”

nomi：“附近有幸福
农庄、金禾农家小院，您
看选择哪一家？”

老人：“我选择金禾
农家小院。”

nomi：“我现在就
为你导航。”

老人：“你觉得这
辆车漂亮吗？”

n o m i：“这辆车
很好！”

老 人 ：“ 我现在
缺钱怎么办？”

nomi：“这个问
题我暂时不能回答
你。”

老人：“nomi，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大别山腹地，你高
兴吗？”

nomi：“我很
高兴！”

“ 八
一”建军节

9 3 周 年 就 要
到 了 ， 脑 海 里

一幕幕闪现出军
营里的往事：生龙
活虎的练兵场上，

精 神 抖 擞 的 清 晨 出
操，此起彼伏的部队拉
歌，热闹欢快的连队包
饺子等等，每每想起，都

让我激动不已，仿佛又回
到风华正茂、滚烫青春的军

营。
为民清淤

我们结束两个月的新兵训
练，下到新沂县王庄镇的老连

队。此时快过春节了，连里决定
帮驻地百姓做件好事——— 清除驻

地附近一口大水塘的淤泥。于是，
全连官兵齐上阵，以排为单位划分

任务区，把水塘里的塘泥好比是一块
圆圆的大蛋糕切成数块让各排排长把
任务领回去，战士们热情高涨，争取第
一个完成任务。
时值隆冬腊月，被称为南京军区“西伯利

亚”的苏北大地天寒地冻，凛冽彻骨。但是这
吓不倒人民子弟兵，严寒也是纸老虎，你越是
不怕越是不冷。

开始时大家都穿着棉衣，慢慢地脱去棉袄
穿着秋衣，渐渐地只穿件衬衣。战士们身上冒着
团团热气，奋力挥动着铁锨，抬着淤泥，热火朝
天地奋战在塘泥中。随着挖除淤泥逐步推进，塘
边稍干的淤泥较为顺当地挖走，我们进入水塘中
心的稀泥地带，一脚踩下去小腿陷进去拔不出
来，穿鞋不行，必须卷起裤脚，打着赤脚下到塘
泥里。看到老同志毫不犹豫地带头卷起裤脚，脱
去鞋袜，光脚冲在前面，我立刻向老同志学习，
在排里第一个挽起裤腿，光着脚踩着稀泥走到水塘
中央。

经过一天你追我赶的紧张劳动，我们终于在天
黑之前完成了挖除塘泥的任务，为当地群众送上一
份新春大礼。

水库捉蟹
第二年(1980年)的秋天，我们在苏北东海县房

山镇驻防，这里是黄淮海平原东南边缘的平原岗
岭地，地势平缓。营区附近有个小水库，水质清
淳，面宽水浅，沙石水底非常平坦，盛产毛蟹，
就是大闸蟹，学名中华绒鳌蟹。当兵前我在金寨
的小溪沟里经常逮的小螃蟹，个头小，大螯夹没
有绒毛。

俗话说：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
来。转眼到了菊黄蟹肥的季节，我们全连以班为
单位，排成一字长蛇阵，每人手里拿着一个脸盆
漂在水面上，然后一齐把手伸进水里成整齐的队
型在水底摸索着往前行走。两只手十个手指就如
同梳子一样在水底梳一遍，不时地有人摸上一
只，不长时间每人的脸盆就快装满了。

约两个多小时的捉蟹，收获满满，大家兴
高采烈地上岸，把大闸蟹倒进麻袋里。战友
们带着战利品，排着整齐的队伍回到营房，
把大闸蟹交给炊事班。然后，各个班值日生
到炊事班用盆领回熟蟹，大家围坐在一
起，也没有蘸醋呀麻油呀，就这样当零食
吃。简陋条件的限制无意中应了明末清初
文学家张岱在《陶庵梦忆—蟹会》中对吃

大 闸 蟹 的 精 彩 描 述
“食物不加盐醋而五
味全者”、“甘腴虽
八珍不及”。没有蘸
盐醋油，战士们照样
吃得津津有味，陶陶
也。
美味包子

又是一 年 的 春 末
夏初季节，我们经过
精 简 改 编 为 新 型 兵
种 ， 奉 命 移 防 无 锡
市。听到这个消息，
甭提多高兴了，一首
《太湖美》早就把我
的魂勾去了。

天 空 越 来 越 亮 ，
晨曦中醒来的江南名
城在我们面前渐渐清
晰，周围是无锡市郊
区，远远看见市民早
起走动的朦胧身影。
几 个 老 乡 说 肚 子 饿
了，于是我们四个战
友趁人不备来到集市

的小街上。看到热气腾腾的包子
店，就买包子吃。

不曾想，此包子与我们家乡的
包子大相径庭，此乃名扬沪苏杭的
“无锡小笼包”。无锡小笼包具有
皮薄馅实，汤汁丰盈，味美醇香，
夹起不破皮，翻身不漏底，一吮满
口卤，味鲜不油腻特色，曾受到第
一次下江南的乾隆皇帝亲自品尝和
称赞。当时我们这些来自大山里十
八九岁的“土包子”不知道它的吃
法是有讲究的。

我们四个面对香甜鲜美、晶莹
剔透、热气直冒的无锡小笼包，那
叫一个馋呀，恨不得一口一个吃到
肚子里。有位老乡战友迫不及待地
抢先用筷子“叨”起一个，张口就
咬，只听“卟叽”一声，小笼包里
的汤汁一下子“飙”了出来，喷到
他衣服上，弄得满身油渍。心急吃
不了小笼包，美妙的东西还是要温
柔对待，不能粗暴。我们三个“土
包子”小心翼翼地像工兵排地雷一
样认真慢慢地吃。真是太好吃了，
这汤汁香醇不腻，这肉馅鲜美微
甜，这面皮薄如蝉翼，这形状娇小
玲珑，无一不让人喜爱和回味。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无锡小
笼包，我至今仍然认为天下包子唯
有无锡小笼包第一好吃。

军
营
往
事

张

林

记 忆 中 的 车
董金合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丽丽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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