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内丘县紧紧围绕民生工程、重点工程，扎实推进体育
惠民工程。自 2021 年以来，争取上级资金完成 3处乡镇补短板工
程，更新了 135 个农村小区健身器材，满足了不同人群健身需求，
为广大群众日常健身提供支持。 （刘媛媛 摄影报道）

8 月 1 日，我县举行 2024 年社区运动会，
共有来自各社区的 10 支代表队 120 余名选手
参加，运动会设置了乒乓球、跳绳、陆地冰
壶、象棋 4 个项目，丰富了社区居民文化生
活。

（刘媛媛 摄影报道）

我县举行社区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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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蚊虫叮咬后，不可掉以轻
心。有时，蚊虫叮咬不仅会引起皮
肤不适，还会传播威胁生命健康的
疾病。

流行性乙型脑炎是一种由乙脑
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该病毒主
要通过蚊虫叮咬进行传播，多见于
夏季和秋季。

人群对乙脑病毒普遍易感，但

多数人感染后无明显症状。儿童因
为非特异性免疫功能不健全，往往
更易出现症状。虽然 10岁以下儿童
发病较多，但近些年成年人乙脑发
病的情况也在增加，应引起关注。
乙脑病毒进入人体后是否引发

疾病，一方面可能与感染病毒的数
量与毒力有关，另一方面取决于机
体的免疫力和其他防御功能。如果

机体免疫功能正常，感染后只发生
短暂的病毒血症，则病毒可被迅速
清除，不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仅引
起隐性感染或轻型病例，人体还可
借此获得免疫力。但如果机体免疫
力低下，乙脑病毒可侵入中枢神经
系统引起脑炎。

乙脑的潜伏期为 4耀21天。大
多数患者症状较轻或无症状，仅少

数患者出现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疾
病初期，患者体温可上升至 39耀40
摄氏度，伴头痛、恶心和呕吐，部
分患者有嗜睡症状。随着疾病的进
展，患者可出现意识障碍、惊厥、
抽搐、脑膜刺激征等情况。经积极
治疗后，大多数患者预后良好，但
重症病例可能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由登革病毒引起，是伊蚊传播
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人群普遍易
感。此病起病急骤，患者突发高
热，伴有头痛、眼眶痛和关节痛
（俗称“三痛”）和全身肌肉极度疲
乏。部分患者可有皮疹、出血倾向

和淋巴结肿大。
由疟原虫引起，通过蚊子叮咬

或者输血传播。人群普遍易感。发
病前，患者往往有疲乏、厌食等感
觉，主要症状是发冷、发热、出
汗。非洲和东南亚是此病高度流行
区。
若您从国外旅行回国时出现发

热、肌肉疼痛、头痛和食欲不振、
腹泻、皮下出血等不适症状，应主
动向海关工作人员申报，并告知近
期旅行史，配合做好医学排查，以
便得到及时诊治。

来源：健康中国

除了皮肤痒痛，蚊叮虫咬还会引起更严重的问题

本报讯（赵永生 赵阳） 8月 2
日-3 日晚，河北省内丘县卫健局、
文旅局主办，内丘县中医 （扁鹊）
医院承办的“传承千年智慧 守
护群众健康”中医药文化夜市在邢
窑博物馆北广场举办。

2日当晚，邢窑博物馆广场灯
火通明，人山人海。中医药文化夜市
活动内容丰富，文艺表演节目精彩纷
呈，县中医（扁鹊）医院的八段锦展
演，吸引了众人目光；县二幼的儿歌
《小酸枣》《中秋药谷》，体现了内丘县
对幼儿中医药教育的结果。

夜市中医呈妙术，街头国药飘奇
香。中医药夜市形式多样，分中医药
义诊区、科普宣教区、中医药非遗区、
中医药政策解读区、中药材辩识中药
香囊制作区以及助眠中药产品展示
区等六大区域。人们在各自感兴趣的
区域前驻足问询，了解中医药相关知
识，体验中医药技术。

家住北街的李先生，在县中医
（扁鹊）医院义诊区前说，我就在附
近住，听说你们医院承办中医药文
化夜市，我有腰疼的毛病，想体验

一下中医药治疗疼痛的效果。他在
接受中医推拿之后，疼痛症状明显
缓解。当晚县中医 （扁鹊） 医院、
县医院、县妇幼院、内丘镇卫生院、
内丘县经方学会等中医药机构，均
派出了高年资中医专家，加之民间
中医，超过七十余中医药工作者参
加服务活动，每个展区前都挤满了
群众。

县中医 （扁鹊）医院中药代茶
饮区，有自制的中药酸梅汤。中药
房主任石艳玲，给五郭店乡马涧村
的一位群众正在科普：“夏日三伏，
冰镇饮料固然能给人们带来凉爽降
温，但易伤人脾胃。消暑度夏还是
酸梅汤生津解渴，防暑开胃，还能
活血降脂。”这位群众连连点头，喝
了一大杯酸梅汤后说，“还是酸梅
汤好喝。”

在中医药政策解读区，不少群
众对相关政策存有疑惑。通过发放
政策明白纸，使近百名群众知道，
医保助力中医药发展有许多优惠。

拔罐、刮痧、针灸以及省级非
遗灵鹊中医正骨、市级非遗传统膏

药技艺等民间中医高手，热情为咨
询的群众把脉、开方。两天的中医
药文化夜市，点亮了内丘群众健康
夜生活。不知不觉已近晚上十点，
体验的群众仍不想离去，当得知 3
日晚仍然进行时，才与医生约好明
晚再见。

内丘县卫健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玉民说，今年 9月，我县将举办
第三届扁鹊文化节，中医药文化夜
市，既是文化节前的预热活动，又
是为群众提供免费中医药服务的举
措，通过这一载体，使更多群众零
距离了解中医、接近中医，进而信
任中医，以激发大家对中医药文化
的热情，为进一步弘扬扁鹊文化，
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今后，凡是
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我们就要不
断举办，真正让扁鹊中医药走进千
家万户。

据不完全统计，两晚参加义诊
的群众超过 500人次，发放中医药
科普和医保政策明白纸 1200余份，
有 1500 多人进行了中医药相关体
验。

传承千年智慧 守护群众健康

内丘：中医药文化夜市点亮群众健康夜生活

本报讯 （鹊起文旅） 8
月 4日，邢台市作家协会、邢
台市诗人协会、内丘县文联、
内丘作家协会、内丘县诗词协
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奔赴鹊桥水
乡景区，开启了一场意义非凡
的采风活动。此次活动由鹊起
公司牵头主办，内丘文联组织，
共计 20余人，围绕鹊桥水乡主
体景观" 七夕非遗文化之牛郎
织女传说" 进行创作，充分挖
掘民间文艺，弘扬内丘文化。

香烟袅袅，钟声悠悠，老
师们沉浸在牛王庙宁静而又神
秘的氛围中，思绪飘飞。他们
用心感受着这里的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捕捉着那稍纵即逝
的灵感。

古戏楼样式独特，实属罕
见。最初是民间人们为了感恩
牛王恩德，庙会期间唱戏用的。
这个戏楼是当地老百姓的一大
宝贝，老百姓流传歌谣：“从南京
到北京，只有牛王庙的戏楼挂罩
棚"。古戏楼是古代工匠智慧的
结晶，也激发了老师们的无限遐
想。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洒在
古戏楼的青石地上，形成一片片
光影，宛如诗意的笔触。

景区所在的王交台村是牛
郎织女爱情故事的发生地，相

传，牛郎就出生在牛王庙脚下
的王交台村。在牛郎织女传说
的艺术原型中，牛郎是天上的
谷物神，也叫农耕神，主司五
谷杂粮的种植。而人间的牛郎
是农耕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家
庭的顶梁柱，是勤劳善良具有
顽强拼搏精神的艺术形象。内
丘的牛郎艺术原型是放牧者和
农耕者的混合体。

为创作出更好、更多的艺
术作品。老师们相互交流各自
心得，认真倾听讲解，用脚步
丈量这片拥有无数传说故事的
土地，用心凝望壮美的水乡风
景，用情感受厚重的历史文化，
并在采风群内积极分享自己创
作的作品。

此次活动效果良好，为各
位老师学者提供了一次深入交
流与学习的机会。牛王庙古戏
楼与七夕非遗文化相互交融、
相得益彰，在鹊桥水乡的怀抱
中，老师们以诗词为媒，传承
经典，共同谱写一曲文化传承
与创新的美妙乐章。

下一步，鹊起公司也将继
续秉持对内丘文化的热忱，举
办更多精彩纷呈的活动，让内
丘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
烂的光彩！

“情谈七夕节 说爱牛王庙”

采风活动在鹊桥水乡成功举办

本报讯 （本报通讯员） 8
月 1 日，河北建滔举行 80 万
吨/年醋酸碳利用项目百日攻坚
誓师大会，动员奋力大干一百
天，确保项目 11 月 8 日顺利
建成投用。

该项目是邢台市今年保投
产省重点建设项目之一。自去
年 2月份开工建设以来，经过
一年多紧张有序施工推进，截
至目前，醋酸、空分、一氧化
碳净化和成品罐区土建设备安

装均已完成，进入单体试车阶
段;原料供应、气化及脱硫脱碳
工段，处于土建收尾和设备安
装阶段，所有重点设备已经顺
利进场，项目总体已经完成
75%。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企
业醋酸总产能将达到 120万吨/
年，每年可消耗二氧化碳 35
万吨，在实现企业绿色补链强
链发展的同时助力实现区域碳
中和。

河北建滔 80万吨 / 年醋酸碳
利用项目进入百日攻坚阶段

河北日报讯 7月 16日，记者
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奔赴中国传统
村落———内丘县獐么乡黄岔村，刚
过一个转弯，路边一方花田出现在
眼前，大朵的黄花，紫色的花蕊，
花苞成串，看起来分外养眼。

“这就是金花葵，20 世纪 80
年代全国农业资源普查时没找到它，
当时被生物界认为已经灭绝。”内丘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翟丽告诉记者，
2003年 8月，中国农科院研究员唐
益雄等人来到内丘县考察植物资源
时，在小马河流域意外发现被当地
称为“救心草”“野芙蓉”的这种
植物，经国家有关部门专家论证正
是“金花葵”。

在黄岔村附近，不时能看到一
片片在山间地块零散种植的金花葵。
内丘县金花葵产业龙头企业———邢
台木阳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韩建芬介绍，黄岔村背靠的凌霄
山上野生中草药种类繁多，该公司

7 年前从中国农科院引进经过太空
培育的金花葵种子，开始在这里试
种。

“金花葵是一年生草本锦葵科
秋葵属植物，属于药食同源植物，
《本草纲目》中就记载了它的功效。”
韩建芬拿出一份委托检测报告介绍，
金花葵富含总黄酮、维生素 E、金
丝桃苷、硒、亚油酸等，具有食用、
药用和保健功能。

该公司在金花葵原产地小马河
流域流转土地，打造了金花葵种植
基地，在黄岔村旁兴建的特色民宿
推出了金花葵系列菜品和主食，又
相继开发了金花葵茶、金花葵粉条、
金花葵面皮等产品，其中金花葵茶
最受市场欢迎。

在金花葵种植基地，金花葵成
方连片，村民正在田间忙着除草。
“我们这里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保
证无公害。”基地负责人李桂良介
绍，今年春天种植后赶上连续干旱，

金花葵生长不如往年，要等到大面
积开花时才能正式采摘。采摘时需
要一两百人一起参与，要一直持续
到深秋。

“制作金花葵茶可有讲究，只
能选在下午采摘即将开放的花苞，
连夜烘干。”韩建芬说，今年，公司
引入合作方启动了研发生产项目，
目前 2000 平方米的冷库已经建成，
一期两个车间刚刚封顶。项目建成
后不仅能高效制作金花葵茶，还将
实施金花葵黄酮、植物胶原蛋白提
取等深加工项目，不断延伸产业链
条。

明年，邢台木阳农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将大幅扩展金花葵种植规
模，采取“公司+农户”的方式，统
一提供种子和技术，统一管理标准
和回收。“那时候，我们不仅能带
动更多乡亲致富，还能让被誉为
‘植物大熊猫’的金花葵更好地造福
社会。”韩建芬说。

重回原产地 金花葵上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