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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任萱 记者 宋金婷 文/图)近
日，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西院区病区为一
位73岁患者成功实行冠状动脉旋磨术，打通
了心脏血管的“隧道”，顺利地置入冠脉支
架，实现了冠脉血运的完美重建。

最近一段时间，余阿姨时常感到胸痛，
日常活动明显受限，入院诊断为冠心病、高
血压2级高危组、2型糖尿病。根据冠脉CT显
示，该患者前降支中段严重弥漫性狭窄，并
发严重钙化病变，如果进行普通介入治疗，
手术很可能会失败。

结合余阿姨的实际情况，心血管内科西
院区病区主任张斌认为，必须采用冠状动脉
旋磨技术，打断血管壁内层环状钙化，形成
一个相对光滑的内腔通道，才能使介入手术
顺利进行。经过细致的准备，张斌、胡文
杰、张亮医生团队，凭借着高超精准的手
法、细心认真的操作，在血管内超声导管不
能通过病变的情况下，直接行冠脉旋磨术将
患者严重钙化的管腔变得通畅，从而顺利放
入支架，支架后行血管内超声检查，支架贴
壁及膨胀均佳，冠脉内血流恢复正常。手术
时间不到2小时，术中余阿姨无明显不适症
状，术后即可下床活动，术后第二天观察，

心脏耐力明显升高。
据了解，钙化病变是冠状动脉介

入治疗的最难攻克堡垒之一，由于钙
化病变组织坚硬，普通的或高压球囊
都难以充分扩张病变部位，支架通过
困难，极易造成介入手术失败。即使
勉强置入支架，发生支架内再狭窄或
者支架内血栓的风险性也很高。易发
生急性并发症如血管夹层，血管急性
闭塞，血管破裂或远期支架内再狭
窄。冠状动脉旋磨术是当今治疗冠状
动脉严重钙化病变最有效的治疗手
段，好比在心脏血管内开凿“隧
道”，能够极大地降低介入手术对血
管壁的气压性创伤，降低血管壁的伸
展和弹性回缩。

冠状动脉旋磨术技术难度高，存
在冠脉穿孔、无复流等并发症风险，
对病变整体评估、风险预判和处理能
力的要求高。近年来，市人民医院心
血管内科西院区病区张斌团队成功开
展冠脉旋磨术、冠脉内超声等新技术，进一
步提升了该病区在复杂冠脉介入治疗方面的
技术水平。作为目前该领域的最佳手术治疗

方式，该技术在心血管内科已成功开展近10

例，极大提高了对冠脉病变的精准治疗能力
及复杂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成功率，显著改善

了患者的远期预后，为广大患者提供了新的
治疗选择。

舒城讯(苏宣)今年以来，舒
城县扎实开展民生工程儿童免疫
工作，坚持“预防为主”的卫生
工作方针，筑牢儿童健康屏障，
通过“两加两减”的方法，严格
规范管理，提升服务质量，逐步
夯实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截
止到 8月底，全县已完成接种
9 5 6 1 8 剂 次 ， 任 务 完 成 率
80 . 88%；第一类疫苗适龄儿童
接种率96 . 7%，建卡率100%。

加强过程监管，抓好责任落
实。严格按照《疫苗法》规定从
法定渠道领取和购进疫苗和器
械，做到全过程冷链运转到各预
防接种点，要求各预防接种单位
严格管理好冷链设备、疫苗和器
材，对每次冷链运转做好记录，
对冰箱等的使用情况每天做好详
细的温度记录，并随时清理好疫
苗，做好疫苗购进、使用记录。
另外，通过信息化溯源等手段，
让每一支接种的疫苗，都能找到
一个对应的责任人。

加强广泛宣传，扩大项目影
响力。充分利用预防接种宣传
日、民生工程上街头等活动，集
中宣传；主动深入儿童聚集的母
婴店、游乐场、快餐店等场所，
发放宣传册、宣传品。要求各接
种单位内设宣传板、贴宣传画等，平时通过QQ群、微
信群的方式进行宣传和告知,全县建立了40多个儿童接种
QQ群和微信群、1个微信公众号，不定期向儿童家长推
送免疫接种知识。

减少人群聚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统筹抓好疫情
防控和免疫规划工作，每个接种单位依据内部场地大小
和疫情防控形势，合理安排每日的接种人数，通过短
信、电话、QQ、微信等方式点对点通知到人，精准化
做好接种工作。接种群众严格落实进入时要戴口罩、扫
安康码、测体温等措施，接种单位在每天的接种工作开
始前和结束后,对整体环境进行清理消毒并做好记录,必
要时增加消毒频次，加强室内通风，确保疫情防控期间
预防接种安全。

减少等候时间，提升群众体验感。利用信息化、数
字化管理等手段，全
县所有预防接种门诊
均能实现无纸化、智
能化办公。前来接种
的群众依次取号、等
待叫号，减少了焦虑
情绪，通过预防接种
签核系统，接种者只
需根据语音提示摁下
手印或者人脸识别就
可以办结接种手续，
大大提升效率，减少
排队等候的时间，进
一步提升接种体验
感。

43岁的舒城县干汊河镇中心卫生院
中医科医生樊永生，坚守基础医疗岗位
20多年来，把青春奉献给他钟爱的农村
卫生事业，靠着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
德，以一位乡村医生的实际行动践行着
信念与人生价值，像春雨般滋润着村民
的内心。他用自己的中医技术为乡亲们
解除病痛的同时，也能让更多的人认识
到中医的博大精深。

“中医学事业是造福人类的事业，
是我们老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传承祖
国医学要的是精益求精、无私奉献、爱
岗敬业的精神，我要不断加强学习，做
到专心精业，把维护老百姓的身心健康
作为自己终生的使命。”樊永生从一个
普通青年成长为对中医治疗技术熟捻于
心的乡村医生，从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
成长为广大群众点赞的好医生，从来都

离不开他的勤奋好学。1998年，樊永生
从大别山中医学校学习毕业后到万佛湖
镇卫生院工作，2011年，他又去芜湖高
等专科学校进修中医毕业。通过刻苦学
习，他系统掌握中医知识，于2018年获
得中医主治医师资格证书，全面掌握了
针灸、牵引、推拿等中医治疗方法。

2019年9月份，干汊河镇中心卫生
院中医馆正式建成投入使用，樊永生被
选调到该院挑起中医馆工作重任。长期
以来，他潜心学习各种医疗卫生知识，
通过自学、培训、进修以及请教名师等
途径，不断提升自我。近年来，他每年
通过中医诊治病人达300多人次，解决
了许多老百姓的实际病痛。

为了让病人能及时康复，樊永生自
己动手抓中药给群众熬中药喝，牺牲了
很多节假日休息时间。前不久的一个周

末，樊永生正在50多里外的家中休息
时，突然接到家住汤池镇九桠村七旬老
年病人胡艳东打来求医电话，他二话没
说就立即驱车赶往医院医治老人。原来
胡艳东老人患严重腰椎病疼痛难忍，慕
名前来中医馆求医。经樊永生细致运用
中医医治，几天就使老人缓解了病痛。

20多年来，樊永生一直在乡村医生
岗位上默默奉献。由于他勤奋学习,热心
钻研中医技术，初步掌握了对慢性肠胃
病、颈椎和腰椎病等疾病中医疗法，使
许多病人缓解了病痛，吸引干汊河、阙
店、汤池等乡镇病人慕名而来，他越来
越忙，但再忙再累，始终做到细致耐心
服务。有人问他这样做图的是什么，他
说:“我乐意在农村医疗岗位上，尽力传
承中医这个祖国医学，为广大农村百姓
的健康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市人民医院冠脉旋磨技术打通心脏血管“隧道”

乡村医生的“中医梦”
卢贤傲 本报记者 宋金婷

舒
城
县
﹃
两
加
两
减
﹄

做
好
儿
童
免
疫
工
作

本报讯(张冬)为切实履行医疗
卫生监管职责，严厉打击无证行
医，整顿和规范全区医疗服务市场
秩序，遏制无证行医行为，维护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结合
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叶集区卫生
监督所和各卫生监督协管站在前期
打“非医”基础上，持续对全区医
疗市场开展重点监管、集中整治，
形成打击无证行医的高压态势。

自年初以来，叶集区集中卫生
健康执法人员力量，组成乡镇街卫
生监督协管巡查小分队6个和1个区
级机动执法组，采用直接检查、
“错时”执法、卫生监督协管巡
查、社会举报等多种方式严查无证
行医。截止到9月底，共立案查处
无证行医案件4件，都已结案，罚
没款人民币200090元。

叶集区卫监所将继续密切跟踪和巡查，保持严打无证
行医的高压态势，加大打击力度，坚持日常监督、专项整
治两手抓，对于无证行医涉嫌刑事犯罪的，将移送公安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实现对医疗市场监管工作的制度化、常
态化、法制化和规范化，为全区人民提供良好的就医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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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几盆石斛，细细的、竹节似的茎上，两边依次长
满两头尖、中间宽、一寸来长的小叶子。在妻的精心栽培下，
每年它们都会开出类似兰花、甚至比兰花还要美的小小的
石斛花。我问朋友，石斛开的花跟兰花那么相似，难道石斛
与兰有什么关系吗？朋友告诉我，当然有关系了，因为，石斛
也属于兰科嘛。

“石斛，米斛，是石斛的两个名称、两种叫法，米斛茎节
如米粒一般长短，铁皮石斛长得较高大……”长江精工集团
旗下的企业“九仙尊”的女讲解员，在位于六安经济技术开
发区数百亩石斛园里，热心地向我们参观者介绍着。

九仙尊是一家很特别的企业，说它是种植业的第一产
业吧，它也是工业管理和工业加工的第二产业，还具有农业
旅游观光、工业旅游观光的第三产业属性。现代化厂房、令
人惊叹的众多石斛的类别、百草园、大片绿地、荷塘、小桥流
水、精致的园林设计、宁静的生态园区环境……形成了九仙
尊独特的风貌和企业文化。

我们不知不觉地跟随讲解员来到园区的西山药库百药

园片区。六安区域的大别山蕴含大量的中药
资源，仅仅霍山区域就有1793味中药材，是名
副其实的药库。公司作为绿色发展的践行者
和窗口企业，在这个园区设计建设了“西山药
库百药园”，同时也是一个石斛的世界。园地
里还布局了以安徽的“十大皖药”为首的各种

中药材，都是活体标本。
我们看到一些木桩上种植着来自全国的不同种类的石

斛，一共是78种；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石斛品种，但是目前
种类还比较有限，以东南亚地区的石斛种类为主。有趣的是
石斛花墙迷宫和石斛森林，砖墙上面种植的都是铁皮石斛。
正中心假山上所展示的是九大仙草之首——— 霍山米斛。

解说员带着我们继续往里走，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去认
一认一些中草药。我们看到经常吃到的一种中药——— 百合，
煮稀饭放一些百合在里面，具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之功
效。百合旁边种了一些丹参，就是药房卖的复方丹参滴丸里
面的丹参，丹参具有活血祛瘀、通经止痛、清心除烦、凉血消
痈之功效。

再往里走，我们看到白芨、板蓝根、薏米、麦冬，讲解员
告诉我们，一种叫阔叶山麦冬，另一种叫山麦冬，麦冬养阴
生津、润肺止咳，所以很多人喜欢用它泡茶喝。

讲解员很自豪地说，这里种植了以“十大皖药”为首的
各种中药材，其中有五味都在我们六安的西山药库当中，它
们分别是霍山石斛、灵芝、断血流、茯苓和黄精。茯苓，是一
种寄生菌，经常寄生在松树根上，具有渗湿利水、益脾和胃、
宁心安神的功效；灵芝，又叫瑞草、还阳草，具有补气安神，
止咳平喘的功效。

“整个百药园共计种植了将近600味中草药，是中医药
爱好者的乐园，有兴趣的朋友有时间可以多来转转哦。”大
方的解说员发出热情的邀请。

九仙尊在“中国石斛之乡”霍山县拥有国内最大的霍山
石斛野生栽培基地，规模逾千亩，生物资产数十亿元。九仙
尊搭建起了业内最具专业的霍山米斛科研体系，从野生原
种保护到绿色萃取加工，九仙尊掌握核心科技。目前已经形
成从霍山石斛野生原种保护、组培育苗、GAP驯化、野生栽
培、滋补品研发、GMP深加工、市场营销到文化旅游体验的
完整霍山石斛全产业链。

在九仙尊，我们逐一观摩了面积庞大的育苗室、训化室
等各功能室。通过科研，他们把原生长在大别山区霍山、金

寨等地悬崖峭壁上的、产量极低的野生石斛，驯化“搬”到了
城市的工业园区，形成规模化产业育苗，并根据石斛所需要
的气温、湿度、营养和生长载体等必要条件，扩大生产规模，
大幅提高产量，也成为引领山区群众脱贫致富、助力乡村振
兴的优质产业项目。

石斛是一种宝贵的中药材和保健食品，一克石斛成品
价值十几元、几十元，优质产品价格更高。它具有极高的药
用和食用价值，能起到清热、生津、利咽、明目、清肝的作用；
可用于肺热咳嗽、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等病症的医治，还能
够降压降脂；此外，青光眼患者可以长期用石斛沏茶代水
喝，以缓解病情。

最令我们一行难忘的是石斛宴，我们喝的是石斛花茶，
饮的是石斛酒和石斛汁，菜品中有各种石斛汤、石斛菜。药
食同源，石斛的茎、叶、汁均可入菜食用。石斛叶炒土鸡蛋，
黄中带绿，不仅色相好看，更是别具风味；石斛茎煲汤，可口
又养生保健；石斛汁面条，充溢着鲜美养眼的绿色……

我在规模巨大的无菌育苗室和训化室里看到，那些茂
盛地长在玻璃瓶中和驯化架上的小石斛苗儿，竟然也能开
出一小朵一小朵美丽的花儿，花虽小，虽少，但我相信科技
的力量，相信聪明、勤劳、奋斗的六安人能让那些微小而不
显眼的石斛之花在更加广阔的皖西大地上盛开，带给皖西
人民幸福安康的生活。

我们小时候，每逢大雪封山，老人小孩一般不再出门，男人用初冬劈
好的木柴，为他们笼上一摊火，上挂一只注满水的锡壶，在烟熏火燎中煨
着。老人擦把眼，就着火光，赶缝针线活，好让春节那天，每人能穿上一双
新布鞋。孩子们拿出红薯，放火边烤着，有一搭没一搭地陪祖母唠嗑，一
起挨过漫漫严冬。

腊好的咸货，平日不舍得吃，那是春节用来招待客人的。所以菜地
里，就是一家老小一冬的菜食。一大早，男人出门，趟出一条路，去井边挑
两担水回来。刚出井的水，清澈微温。泛着的雾气，随着男人咯兹咯兹的
脚步声，随风招摇。女人灶下添了最后一把火，红豆滚粥好了，捂盖焖着。
随即挑起尿桶，顺着男人踩开的路，飘着味，一摇三晃地去了菜地。

菜地里的青菜，大名叫上海青，因为叶瓣呈勺子状，所以我们那儿就
管它叫勺儿菜。女人顺着菜根外围，小心地一片片掰下一圈叶子，待摘够
了三两天的菜，用锄头逐颗笼一下土，再把两三天攒的尿，兑上雪水，当
成营养液，顺菜根浇灌下去。乡下女人最懂得投桃报李的道理，就是对菜
园里的勺儿菜也不欺。

果然，不出一个星期，掰过的菜又长出一圈新的叶片，如此往复，直
到开春。待其他的菜长满园，它也完成了一年一往复的使命，开始长杆开
花结籽，叶片也失去了原有的味道。

这个菜冬季长得慢，经过霜打雪压，菜杆纤维渐呈絮状，入口甘甜软
糯，特有的味。无需有肉，清炒就是一道美味。如果搭上豆腐，置于煤炭炉
子上，一家人围坐，男人下酒，孩子下饭，一个青菜豆腐锅，就能让全家人
浑身热络起来。

92年那回，我来到深圳打工，一走就是29年，南北菜品差异大，自小
吃惯的勺儿菜的味道渐渐模糊。这次出差浙江，再转江苏，却无意在路边
菜地上被我见到了。现在冬季菜品丰富，所以不再像我们那时一片片掰，
而是整颗整颗地铲下来。看着眼馋，吃起来果然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味。岁
月在变，容颜在变，唯独自小攒下的味蕾还在。

勺儿菜，春天一把籽的天女散花，成就了菜苗鸡蛋汤，夏有芹菜、韭
菜、空心菜、苋菜与之争锋，这时的它，万般不得宠爱。深秋的移植，勺儿
菜便遍布埂上湾下，历经风霜暴雪，让它逐渐蜕变、成就起来的美味，却
能独立撑起整个冬天的餐桌，这也是它长兴不衰的缘由吧！

人分阴阳，菜也分南北，一样的菜名，味道反差极大，做法也不尽相
同。南方蒜蓉清炒或上汤，保持原色原味为上品；北方却以软润勺儿菜做
牛羊锅子的配菜，涮着
锅，就着高度白酒，三五
个哥们猜拳数杠子，就
是一下午。

年怕中秋月怕半，
人过五十掐手算。活到
这把年纪，常常记起以
前，和儿时的美食。突如
其来的疫情，想想再吃
到老家的勺儿菜，只能
推至春节之后。

石斛园里走一走
韦国华 徐 缓 文/图

寒露已过，霜降即至，寒潮开始南下，菊花开放了，红如
火，白似雪，黄若金，送来一阵阵清香。江淮大地霜白柿红，
秋意浓浓。

“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霜降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
气，是秋季到冬季的过渡。气温逐渐降低，开始出现洁白的
初霜。深秋的天空中，白云像弹好的羊毛，变换着各种造型，
在“天宫”中“闲庭信步”。阳光暖暖地、温馨地照在大地上，
孩子们在秋天和煦轻柔的微风里嬉戏，到处洒满欢声笑语。

经过白霜洗礼过的山山岭岭，也一下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周末，我和几个朋友带着相机来到大别山深处，这里俨

然成了童话世界。红色、黄色、绿色的各种树叶在山谷里恣
意流淌，像一幅幅巧夺天工的丹青画，把这片红色的土地变
得五彩斑斓，仿佛是成千上万的烈士英灵在祖国的美丽山
河中露出灿烂的笑脸。我们从山脚爬上山顶，从东山跑到西
山，不停地按动快门，可怎么也收藏不完这壮美的景色。

“霜降吃丁柿，不会流鼻涕。”人们认为，霜降时节吃成

熟的柿子，有强身健体的功效。关于霜降吃柿子，还有一个
传说故事。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年幼时家中十分贫
寒，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只好以乞讨为生。有一年霜降节，
已经两天没饭吃的朱元璋饿得两眼发黑，四肢无力。当他跌
跌撞撞走到一个小村庄时，发现村边的一处宅院旁，长着一
棵柿子树，上面结满了红彤彤的果实。朱元璋使出浑身的力
气爬到树上，吃了一顿柿子大餐，这才得以从阎王爷那里捡
回一条命。后来，他当了皇帝，封这棵柿子树为“凌霜侯”。现
在，只要你走进乡村，就可以看到很多挂满“红灯笼”的柿子
树，把山村点缀得更加妖娆。

秋天的世界是富裕的，富裕到你走进山村、深入丛林，
不担心饿肚子。因为，只要你动动腿、伸伸手，就能采摘到各
种果实，而且那甘甜爽口的感觉会让你经久不忘。

春去秋来，轮回的四季各有各的美丽，秋天除了景色之
美，还多了成熟和丰收。霜降时节秋高气爽，宜居宜游，秋光
之美胜于春色。不然怎么能有“霜叶红于二月花”之说呢？

霜 白 柿 红 秋 意 浓
李成林

勺 儿 菜
黄丙文

石石斛斛花花墙墙迷迷宫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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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石斛斛园园里里游游客客““醉醉””于于斛斛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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