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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东，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皖西
名医，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六安市
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在日前刚出炉
的安徽省第四届“江淮名医”人选名单中，
他荣誉上榜。

刘正东擅长疑难危重病人的诊治，熟
练掌握包括ECMO在内的重症各种抢救、
操作技术，成功救治了ARDS、淹溺、重度
农药及药物中毒、各种严重创伤、严重电解
质紊乱及酸碱失衡、MODS、重度妊高症及
并发症、急性呼吸衰竭、心力衰竭、肾功能
衰竭、心跳呼吸骤停、急性心肌梗死、消化
道大出血、肺栓塞、羊水栓塞等危重疑难疾
病患者。

刘正东坚守 I CU，离死神最近的地方，
这里每个细微病情的变化关乎着鲜活的生
命，牵动着整个家庭的心。从医30年，刘正
东跟无数的病魔交过手，每次的交手都是
拼尽全力，成功抢救了无数患者。他的微信
号昵称叫“生死博弈”。在他看来，只要不放
弃，就会有希望，更会有奇迹！刘正东说：

“病人进入 ICU的时候，就像一支快被风扑
灭的蜡烛，我们就是守护这一点火星的人，
我知道在 I C U的每一次抢救，都是一场战
争 ，都是把 病人从死神手中夺回来的博
弈。”

从医30年，刘正东有这样的坚持，以医
院科室为家，从未迟到、从未请假、从未公

休、只要有需要随喊随到。他每天都会早早
地来到办公室对一天的工作进行准备和安
排。一年3 6 5天刘正东基本上在科室里度
过，甚至年夜饭吃完都会赶过来看看，对于
这份坚持，刘正东笑着说：“这可能就是出
于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吧，已经是我生活的
一部分。”

从医30年，刘正东无一例患者投诉，无
一例医疗纠纷发生。在刘正东的带领下，科
室也未发生一例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他
说：“将心比心，只要把病人当成家人，能想
病人之所想，对病人高度负责，医患关系不
会不融洽的。”

从医30年，刘正东经历过非典、禽流感
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于重症呼吸疾病
的诊治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抗疫新冠
肺炎中，他主动带领重症医护团队负责重
症及危重病人的救治工作。自2 0 2 0年 1月
20日，六安市人民医院隔离病区收治第一
位新冠肺炎患者起，刘正东便投身战“疫”。
他采用高流量氧疗、无创机械通气、有创呼
吸支持等多种治疗方式，开创了我市高流
量氧疗治疗新冠肺炎的先例，首例新冠肺
炎患者通过10天治疗痊愈出院。

刘正东说：“难做的事和应该做的事往
往是同一件事，凡是有意义的事不会容
易。”工作中，他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学习充
实自己的业务技能知识，以身作则，带动科

室医护人员不断进步。在刘正东的带领下，
科室危重病人的抢救水平在皖西地区处于
领先地位，在全市各种灾难事件危重病人
的抢救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曾有人问刘正东学医的目的是什么？“学
医是为了救死扶伤，为了拯救生命，为了实现自
己的人生理想，为了我们的后代健康成长。”刘正
东用从医30年的每一天，守护这份初心和使命。

近日，在长三角(上海)智慧互联网医院霍邱诊疗中
心，一场连接霍邱一院与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专家
的“面对面”会诊正在进行。

患者袁老太及其家属早早地来到会诊中心，老太太坐
在轮椅上，强忍着病痛等待着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肿瘤内科梁晓华教授的会诊。大家都劝她，如果坚持不了
就回病房休息吧，但老太太说，“我要看看梁主任，我要看
看我的救星。”

81岁的袁老太，2017年曾确诊为“升结肠癌”，近日因
突发呕血，全身多处皮肤黏膜出血，紧急送到霍邱一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诊，入院后血检结果显示血小板低至
2*10^9/L，是正常水平的五十分之一，急需输血治疗，同时
胸腹部CT提示双侧胸腔积液，肺部、纵隔、腹膜后有多处病
灶，如果出现颅内出血可能会危及生命，生命危在旦夕。

经过科内讨论会诊，考虑到患者高龄，病情危急，外出
就诊路途遥远且极易出现生命危险，在得知患者家属有赴
上级医院寻求专家诊疗的想法后，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积
极与长三角(上海)智慧互联网医院霍邱诊疗中心协调沟
通，为袁老太申请了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肿瘤内科
进行远程会诊。

借助高速发展的网络，梁晓华教授完整详细地看到了
袁老太的全部检查结果，并且对影像资料进行逐帧读片、
查看医嘱，比单纯报告单获得更多的信息。会诊过程中，梁
教授与霍邱一院医师详细探讨了患者肿瘤治疗的全过程，
分析目前临床治疗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最终给出进一步
诊治的方案与建议，整个会诊过程沟通顺畅。结束后，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殷康彬带领治疗团队立即落实会诊
意见。目前，患者身体状况明显改善。

舒城讯(苏宣)近日，舒城县疾控中心将新采购的移动
核酸检测车开至高铁东站，现场为通过铁路返(来)舒人员
免费开展核酸检测。

通过该活动的开展，锻炼了核酸检测专业队伍，检验
了高铁东站为移动核酸检测车的专用电源等相关配套设
施的到位情况，活动取得较好的预期效果。

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临近“两
节”，人口流动量大，加强交通站场的管控，尤其是省外返
(来)舒人员的核酸检测显
得尤为重要。六安市疫防办
统一采购的移动核酸检测
车已交付舒城县疾控中心
使用，为了车辆和移动检测
设备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舒
城县在高铁东站、体育中心
及部分乡镇共设立8个相对
固定的核酸检测点，各个核
酸检测点提前准备好专用
电源等配套设施，保障移动
核酸检测车辆到点即可开
展工作。

金寨讯(汪铭锋 张宏霞)

近一年来，金寨县医养结合工
作，通过实行“三医联动”(“医
改”先行谋划、医疗强化服务、
医保全力保障 )，取得明确成
效。 为进一步推进医防融合，
强化医和养紧密无缝对接，近
日，金寨县卫健委联合县民政
局在燕子河镇召开医养结合工
作推进会，深入推进医养结合
工作。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去年3月，金寨县在县委、县政
府和县医管委的强力推动下，
由县卫健委、县民政局、县财政
局、县医保局四部门联合下发

《金寨县2021年医养结合实施
方案》，创新推进医养结合工
作，乡镇卫生院利用医疗卫生
资源优势，在康养中心加挂“康
复病区”牌子，对集中特困供养
人员每周1次开展巡查巡诊、用
药指导、康复护理、健康教育等
基本康复服务，精准实施医养
结合服务。

会议指出，巩固提升“养中
有医”。深化巩固2021紧密型医
共体医养结合改革成果，进一
步提升24家康养中心康复病区
健康教育、巡查巡诊、用药指
导、康复护理等基本康养服务
能力；同时，根据《乡镇残疾人

“康复之家”运行管理办法(试
行)》，对本乡镇康养中心康复
病区残疾人每天开展不少于2

小时的康复、理疗服务。推深做
实“医中有养”。鼓励部分乡镇
卫生院通过新建和改扩建等多
种方式，转型为护理、康复医疗
机构或医养结合机构，探索安
宁疗护工作，扩展基层医疗机
构养老功能。2022年，初步确定
在燕子河镇中心卫生院、白塔
畈镇中心卫生院及青山镇中心
卫生院等乡镇卫生院实施“医
中有养”转型服务试点，并在试
点基础上，逐步和符合条件的
其他乡镇卫生院推广实施。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找医生开药方”。在中国的饮
食文化和中医药知识中，姜都占有重要地位。夏季宜吃姜，但
其实冬季也同样适宜吃姜。

我们常用的姜类有生姜、干姜、炮姜。生姜辛温，归肺脾胃
经。

其实，生姜、干姜、炮姜本为一物，均能温中散寒，适用于
脾胃寒证。但由于炮制的方法不同，其性能亦异。生姜长于散
表寒，又为“呕家之圣药”；干姜辛热，善守中，偏于祛里寒；炮
姜则善走血分，长于温经止血。古人对这些姜简单概括为“生
姜走而不守，干姜能走能守，炮姜守而不走”。但在日常养生
中，我们用得最多的是生姜。

吃姜的好处不少。体质偏寒者通常怕冷、手足发凉，吃冷
食后易腹泻，吃姜能温中驱寒，防寒邪伤脾胃，避免消化不良。

姜可止呕，有晕车、晕船苦恼的人，在途中含几片姜，或喝
点姜水可以改善症状。当吃饭不香或饭量减少时，吃点姜，能
改善食欲，增加饭量。如果患了风寒感冒，喝一碗热姜汤、粥
等，症状就会有所改善。如有鱼、虾、禽肉中毒，或者误食木薯、
野蘑菇或生半夏、生南星等药

物之毒，都可以用姜来解毒。
(李杨帆 北京友谊医院)摘自：北京青年报 养生保健

ICU里，他守护生命不停歇
——— 记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刘正东

本报记者 沈夙婉 宋金婷

一场远隔千里的会诊
张正武 李亮 本报记者 徐有亭

舒城移动核酸检测车

为“两节”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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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寨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工作

冬至前后，在我的老家金寨，腌鱼腌肉是一年中必不
可少的仪式。

到了腊月，村子里比赛似的牵年猪(为图吉利，乡亲们
管杀年猪叫牵年猪)。不管哪一家牵年猪，都是村里的大
事。选一个晴好的天气，请来邻村的牵猪匠，叫上几个年轻
力壮的男人，开始牵年猪了。女人们则在厨房忙活起来，刷
锅、烧水、洗菜、配碗碟，随着热气腾腾的猪肉送进来，久违
的肉香又飘在村子的上空。

酒足饭饱之后，邻人们陆续离去。接下来，女主人可有
得忙了，要趁着猪肉还没有凉，腌制腊肉。把温热的猪肉一
块块码在大瓮里，每码一层都撒上粗砺的食盐，在瓮里腌
上四五天，就可以“出炉”了。院里用木头搭个架子，把猪肉
一块块挂上去，让冬日的暖阳晒，让凛冽的寒风吹。下雨下

雪天，就挂在柴房的屋梁上，下面燃起松柏树枝，袅袅青烟
中，肉被熏得往外冒油，滴到火堆上，发出“滋滋”的声响。
熏好的肉再晾个把月，腊肉就香了。

母亲去世得早，在我家，腌肉是父亲的差事。每年春
天，父亲会拿出家中仅有的积蓄，去买一头猪仔回来。父亲
挑选猪仔很有讲究，专挑那种腰长嘴短、后臀丰满的猪仔，
他说这样的猪仔架子大，不拱食，将来长得快。

养猪还是我家一年中唯一可靠的经济收入，父亲对猪
仔的食料供应和环境卫生颇费心血。在每年养猪这件大事
中，我也是积极参与者。比起放牛，我更喜欢打猪草。周末
或寒暑假，我就挎着竹篮，去田沟边、河埂上寻找一种叫葛
儿肠的猪草。这种植物长得又细又长，碧绿的藤蔓匍匐在
湿润的沟坎上，是猪仔的最爱。

春去冬来，在全家人精心伺候下，猪仔已长成膘肥体
壮的肥猪。牵年猪后父亲会把一半以上的猪肉拿去卖钱，
除了留足我们学费，保证第二年猪仔的本钱，还有一年中
的其他花销。年幼的我，并不懂生活的艰辛，清汤寡水了一
年，看到父亲把油亮肥腻的猪肉挑到镇上去卖，要闷闷不
乐好几天。父亲把剩下来的猪肉腌制成腊肉，悬挂在灶膛
火口边熏到油亮黑红，再挂在屋梁上，屋子里就有了烟熏
火燎的肉香，一年中最好的日子到来了。

有年猪可牵，有腊肉可吃的年是富足的，乡里人最怕
的是猪仔生病夭折。有一年夏天，我家的猪中暑了，懒懒地
躺着，请来兽医打了针也不见好转。眼见着鼓鼓的肚皮塌
陷下去，父亲寝食难安，他舀出平时我们都舍不得吃的白
米，用小火慢炒，等米变得焦黄，再添水熬成粥，盛给猪仔
吃。据说，这种食物叫红米茶，最是清热解毒助消化。即便
父亲如此精心，也没能挽回猪仔的生命。那天黄昏，父亲坐
在门槛石上，一根又一根抽了不少烟。

乡下没有啥值钱东西，腊肉就成了乡亲们相互馈赠的
最好的礼物。农闲时节，去探亲访友，乡下人朴实厚道，空
着手总归不合适，家里最拿得出手的就是悬挂在屋梁上的

腊肉。往往随手取下一块，用蛇皮袋一裹，就底气十足地出
门了。

姥姥家在河南省商城县，与我家隔着一座名叫黄土岭
的山。黄土岭路长坡陡，极难爬。小时候跟母亲去姥姥家，
每次爬到一半，我就累得走不动了，我们就在半山腰的大
石头上歇许久，等汗干了再继续赶路。母亲在娘家排行老
大，母亲在世时，我家生活条件尚可，舅舅姨娘长期有一个
人住在我家。母亲的离世对姥姥打击很大，也许怕触景生
情，母亲离世后，姥姥包括舅舅、姨娘就再也没有翻过这座
山岭。但父亲每年都会雷打不动地爬黄土岭两次，去看望
姥姥。一次是正月初二，去给姥姥拜年，另一次是腊月二十
五，是姥姥的生日。每到这两个日子，父亲会找一个干净的
蛇皮口袋，装上我们山里的特产茶叶、板栗、木耳等，少不
了的，还有一块烟熏得红里透着黑的腊肉。后来，我们长大
了，为姥姥拜年和祝寿的任务就派给我二姐、三姐、我哥，
等到姐姐们出嫁、哥哥成家后，这任务就交给了放寒假在
家的我。

有一年冬天，下了没脚深的雪，姥姥的生日到了，我跟
父亲商量，腊月二十五这天就不去河南了，雪后的黄土岭
太难爬，索性等正月初二拜年时一起把礼物送过去。可父
亲不同意。他说，姥姥这么多年已习惯过生日时吃上烟熏
的腊肉，如果我们今年不送，姥姥一定很失望。父亲说，你
姥姥都82岁了，还能吃到我亲手腌的腊肉几年？你要不去
我自己去。我望着父亲，那一年他也60多岁了，头发已花
白，腰也佝偻了，但他的眼神一如年轻时虔诚坚定。没办
法，我只能扛起沉甸甸的口袋，踩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
一脚地往姥姥家走去。第二年夏天，姥姥安详地走了。父亲
取下当年屋梁上仅剩的一块腊肉，最后一次翻过黄土岭，
把腊肉放到姥姥坟前。

晚上，我打电话给父亲，铃声响了很久，才听到父亲的
声音，我问：“你在忙啥？怎么半天不接电话？”“哦，我在烤
火，柴火是湿的，没听到。”我知道，湿柴一烧起来就火星四
溅，噼里啪啦作响。“怎么烧湿柴呢？那烟多呛人啦？”我不
解地问。“熏腊肉呢，你哥买了肉，元旦回来你们就能吃到
我熏的腊肉了。”父亲有些得意地说。这几年，随着年岁渐
高，父亲腿脚不太利索，为防止意外，我们都不让父亲再下
地干活，父亲越来越闲，也越来越落寞。我想说，我现在都
不敢多吃烟熏的食物了，不健康。即使想吃，网上也能买
到，不必这么麻烦。可是，我什么都没有说。

放下电话，感觉眼睛有点酸涨，像小时候被父亲熏腊
肉的烟熏的一样，烟雾缭绕中，我闻到了熟悉的腊肉香。

说起冬日之美，你会想到什么？是“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
逍遥自在，还是“红泥小火炉，绿蚁新焙酒”的诗情画意？当你走进冬
日的霍山县黑石渡镇柳树店村，却会发现这里有另一种让人沉醉的

“丰景”之美。
2021年12月19日，初冬的早晨，空气清新怡人，阳光柔和明媚，我

与10位好友驱车携行，远离城市的喧嚣,摆脱时间的束缚,一路上欢歌
笑语，尽情肆意地享受自然，感受自己内心里的那份真实思绪，好不
惬意畅快！

约30分钟车程，我们到达目的地，在路口迎接我们的是下派柳树
店驻村第一书记王书记，她原是县妇联副主席，也是我们一行人的好
朋友。见面时，她高兴地与我们拥抱畅聊，迫不及待地领着我们了解
村里概况和她的工作近况。

在村部介绍一番后，王书记带领我们来到一大片有机蔬菜种植
基地，虽是初冬时间，这里却是生机盎然，一望无际的田野是一片绿
色的海洋，嫩油油的黄心菜、油菜让我们眷恋不舍。据了解，这是霍山
安绿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大户+农户的发展模
式，通过合作社流转土地，种植的800亩有机蔬菜，当地农户通过就
近就业增加了收入，大大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边走，边看，乡间道路两旁，旖旎风光尽收眼底，朋友们时而停下
拍照，时而手指一景相呼观看。说笑间，我们来到霍山语成生态农业
家庭农场，映入眼帘的是“世间山水美如画”，湖光潋滟湖水清澈，四
周青山倒映水中如海市蜃楼，令人心情愉悦,漫情舒怀。农场主人张
迎松夫妇，热情好客，为我们准备了香飘四溢的热茶和酥脆香甜的瓜
果，我们喝得舒心，吃得开心。张迎松是一位心怀梦想的80后，他向
我们介绍，农场占地面积120余亩，现已投入100多万元，集水产养殖、
家禽饲养、农业园艺服务等一体的发展模式，发展前景未来可期。

民以食为天。热情好客的村民周大姐张罗半天，为我们准备了丰
盛的午餐，只见满满的一桌美味佳肴，香喷喷的牛肉，热气腾腾的清
炖土鸡、软嫩滑爽的红烧鲤鱼，一股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让人垂涎
欲滴、胃口大开。“人
生得意须尽欢，莫使
金樽空对月。”周姐拿
出珍藏多年的百年老
窖，与朋友们一起举
起酒杯，共同开启美
好生活的航程。眼前
的“丰”与“景”让人沉
醉，既有斑斓之色，也
有奋斗之姿！

城城事事··茶茶舍舍

胡萝卜不是原产中国的物种，青萝卜是不是
呢？意见也不一致。但至少东汉时期中国就有青萝
卜了，因为东汉桓帝时闹了大饥荒，桓帝劝百姓食

“蔓菁”，那时萝卜叫“蔓菁”。现在，我们这儿有的人
仍然不叫它萝卜，叫它“大头菜”“嫩头青”。它水份
足，生吃口感清脆，是我青少年时水果的代名词。我
初中在新安镇初中(那时叫洪河中学)就读，一开始
住在马河三姨家。三姨家的菜园里就种有一大块地
的嫩头青萝卜，午饭后去菜园拔一个萝卜带到学校
吃，几乎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有时候拔的萝卜比较大，就
和同学分而食之。但不是所有的嫩头青味道都很甜美，有
的味辣，吃到肚子里辣得胃难受。俗话说：“苍蝇服白糖，一
物服一行。”能降服辣萝卜的就是生花生。吃两口萝卜，嚼
几粒花生米，萝卜辣味果然也就荡然无存了。

生吃萝卜的另一种吃法是凉拌。我父亲在世时很少喝
酒，但他爱吃凉拌菜，凉拌萝卜丝就是他的拿手菜之一。每
年秋冬季农活不太忙时，他总爱亲手做个凉拌萝卜丝。他
爱做，我爱听、爱看。爱听他切萝卜时声音的铿锵清脆；爱
看那装在盘子里根根一样粗细的翠丝，好像碧玉妆成。

还有一种萝卜，我们这儿叫它“腚子白”，又叫“麻桩”。
它除了头顶上有些淡青，全身都是白的。宋代刘子 有咏
萝卜诗一首，诗云“密壤深根蒂，风霜已饱经。如何纯白质，
近蒂染微青。”我想他写的就是“腚子白”吧。如果说嫩头青

丰满，那腚子白就清瘦了许多。它水份少，口感有些柴，却
是做萝卜丝的好材料。以前，每年初冬，我们那儿收获了萝
卜的空地上就会搭起许多晒萝卜丝的架子，就像现在一律
朝南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

把萝卜切成丝的工具有两样，一样是过去洗衣、洗澡
用的那种大木盆，或塑料盆。另一样是叫做“萝卜搜子”的
工具，我不能确定它的名字到底是不是这样写的，只知道
它是安装在一块厚木板上的组合刀具，集切片、切丝于一
身，模样也像一块搓衣板，操作时，把萝卜搜子放在木盒
里，就像搓洗衣服那样放。拿萝卜的手往往要戴白色的劳
保手套，防止被萝卜搜子划伤手，即使这样划伤手也是在
所难免的事。整个初冬，种萝卜的人家总是会传来“嚓嚓”
地声音。

干萝卜丝烧咸鱼是我能想到的最令它骄傲的吃法了。

把干萝卜丝用清水洗一洗、泡一泡，和咸鱼放
在一起煮，咸鱼不那么咸了，萝卜丝吸收了咸
鱼的盐分，也变得有滋有味。整个菜肴兼具了
咸鱼的鲜香和萝卜的清香，让人回味悠长。尤
其是其中的汤汁，冷却后结在萝卜丝上，入口
即化，是吃面条和汤饭的绝佳配菜。

无论是嫩头青还是腚子白都可以红烧做
菜。嫩头青水嫩，腚子白面软，两种萝卜红烧味
道各有千秋。我小时候最喜欢用红烧萝卜的汤

泡饭吃，用自家做的黄豆酱红烧萝卜，汤汁红润油亮，味道
鲜美浓郁，即使不放肉，也是难得的美味。如果能放些五花
肉同煮，那简直就是一种奢望了。我还记得有一年冬天，父
亲请我大姨父、二姨父家的儿子们来挖塘泥垫庄台，晚上
招待他们就是一锅五花肉烧萝卜和一塑料壶杂粮酒，最后
连萝卜汤都被他们泡锅巴吃掉了。

纵观萝卜的“一生”，它全身都是有用之材。刚出土不
久的嫩萝卜缨子就可以凉拌吃了，六安路边的地摊常有售
卖。它口感清爽微苦，可以下心火、降血脂。即使是初冬收
完萝卜后剩下枯黄的老萝卜缨子，也是喂猪的好饲料，更
不要说精心制备的萝卜干子、萝卜皮了，它们可是一些饭
店面馆的特色小菜。

“冰冻哗哗响，萝卜正在长。”虽然前几天寒潮来袭初
霜已现，但只要中午有暖阳就不必为它担心，它好着呢！

冬冬日日““丰丰””景景别别样样美美
蒋传云

腊腊月月里里的的印印记记
闫明云

冰冰冻冻萝萝卜卜长长
张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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