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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本报通讯员）据
河北省工艺美术协会公告获悉，
耿辉敏被评为第五届河北省工
艺美术大师。

耿辉敏爱岗敬业，德艺双
馨，从事邢白瓷烧制技艺研发
多年。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和较
高的艺术修养，技艺精湛，掌
握邢白瓷独特烧制技艺。在邢
白瓷烧制工艺美术产业的发掘、
继承、保护、创新、发展及人

才培养等方面有突出贡献。耿
辉敏多次获得全国、省、市级
以上陶瓷博览会奖项。系河北
省邢窑陶瓷烧制技术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

经逐级申报、专家评审、
公示、领导小组审定并报省工
信厅研究，确定了耿辉敏为第
五届河北省工艺美术大师。

内丘新增一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9月 9日上午，内丘县柳林镇
小杨庄村。

邢内枣仁中药材销售有限公司
库房里很是热闹：河北的、河南
的、山东的、山西的、陕西的、甘
肃的……来自全国各主产地的
1000吨酸枣被运到这里，等待剥
肉去核，加工成酸枣仁，销往北京
同仁堂等国内药企，甚至海外。

旁边的加工车间里，经过晒
枣、去皮、筛渣、晒核、破核、筛
仁等工序，酸枣仁出炉了。扁圆形
的枣仁粒大、仁饱、色红、鲜亮。

“可别小看这些不过黄豆大小
的酸枣仁，因为含有斯皮诺素、皂
苷等治疗失眠的活性成分，它们被
称为‘东方睡果’，生食提神，熟
炒助眠。”自小生活在酸枣主产地
小杨庄村，又从父辈手里继承了酸
枣仁加工手艺，公司负责人刘清国
对酸枣仁的药用效果熟稔于心。

内丘县有 1000 多家酸枣仁加
工企业和个体户，年加工酸枣量
18 万吨，产出酸枣仁 6000 吨左
右，产品大多销往安国、亳州等中
药材市场，部分产品还出口到东南
亚，成为全国最大的酸枣仁加工集
散地。

常言道，“好土生好苗”，中
药历来讲究药材的来路。

邢台酸枣仁，是行业公认的道
地药材，不仅药用成分含量高，且
各种有效成分配比和谐，素有“邢
台酸枣甲天下”美誉。 《本草纲
目》 记载“顺德府枣仁最佳”
（元、明、清三代，邢台市旧称
“顺德府”）。

内丘县地处太行山余脉，砂
质、偏碱性的土壤为酸枣生长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是“邢枣仁”

的主产地，被誉为“中国邢枣仁之
乡”。
内丘县志记载，自明代起，小

杨庄村一带村民便开始用石头碾
子、荆条编制的筛子加工酸枣仁，
并逐渐探索出一套独特的加工技
艺。
独特的物候条件、丰富的酸枣

资源和世代相沿的独特工艺，使得
内丘县酸枣仁久负盛名。
药材好，药才好。
当地的野生酸枣曾因缺乏规范

管理药效各异，从各地收购的酸枣
品质也良莠不齐，选育和推广出仁
率高、有效药用成分含量高的优良
酸枣品种，迫在眉睫。

2019年，内丘县在离柳林镇
十几公里的南赛乡打造了酸枣万亩
基地———内丘县公子峪生态园。和
坡地丘陵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南赛
乡北赛村村民闫振国成为生态园的
带头人。

9月 9日上午，驱车行驶在内
丘西部的浅山丘陵区，路两边时不
时闪出一棵棵高矮不同的野生酸枣
树。接连几个弯道过后，前方出现了
一棵棵约一米高的酸枣树，它们整
齐地长在垄里。公子峪生态园到了。
记者发现，酸枣地里竖起了不

少牌子，上面分别写着“太行 1
号”“太行 2 号”“太行 3 号”
“公子峪 1 号”“公子峪 2 号”
……这些品种都是闫振国从漫山遍
野的野生酸枣树里筛选最优株型嫁
接而成的。

把野惯了的酸枣树请进苗圃
里，并不容易。

选苗，至少要观察 3 年；种
植，要掌握树苗的行距和株距；管
理，要规范化、标准化，尤其要预

防传染性特别强的枣疯病。雨水多
少、气温高低、接穗早晚等各种因
素也会影响酸枣树的成活率和出仁
率。

闫振国随手摘下一颗酸枣，去
肉、嗑核，里面的枣仁就亮出来
了。“看，这是两个仁的。”他高
兴地说，这几年，通过与省农林科
学院、省林草局技术站合作，生态
园从野生品种中筛选出了多种早熟
丰产、出仁率高、药效成分高的优
秀酸枣品种。

在柳林镇杜家台村，闫振国他
们还清棵定植野生酸枣约 1万亩，
建立了我省南部最大的野生酸枣基
地，保护野生酸枣资源。

当公子峪生态园的酸枣挂满一
树，河北子水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团队也忙碌了起来。

每到酸枣成熟季，河北子水农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团队成员就要
分赴全国各酸枣主产地，寻找结果
多、出仁率高或适合加工的酸枣树
种，作为新品种培育的母本。

大棚里，今年 5月才种上的酸
枣树，有的已经挂上了青果，实现了
当年种植、当年挂果。而一般的酸枣
树得在第二年或第三年才能见果。

“别看挂果时间缩短了，这个
新品种一亩可以产出 1500至 2000
斤酸枣，远高于野生酸枣树每亩
500 到 800 斤的产量。”公司负责
人郭恒粗略做了统计，这些酸枣苗
中有 80%在河北省内销售，20%销
往山东、河南、内蒙古、山西等
地。长出来的酸枣，很多又会回到
内丘进行加工。

一棵一棵地嫁接培育。如今，
内丘县酸枣种植规模已经达到 15
万亩，野生酸枣面积约 20 万亩，

成为全国最大的标准化酸枣种植基
地。

小酸枣成为内丘市场宠儿的同
时，也面临着“成长的烦恼”。

检测药用成分得去外地，缺乏
成为药企稳定产地供货商的相关资
质，加工车间较为分散，这些问题
一度阻碍了内丘县酸枣仁产业的进
一步发展。

瞄准下游药企需求，去年，内
丘县启动了河北省道地药材酸枣仁
产地仓项目建设，并获得省农业农
村厅认证。

“产地仓不光有原料库、冷藏
库，还设有检测中心、加工车间。
更重要的是，这里能够加快产品分
级，实现药材来源可知、动向可
追、质量可查、责任可究，确保
‘邢枣仁’质量。”内丘县副县长高
晓钟说，一旦产地仓建成，还能为
散户提供保障，增强抵抗风险能
力，在与药企合作中争取议价权。

美誉带来机遇。就在记者采访
当天，山西省长治市的一家药企在
多次与内丘县政府沟通对接后，终
于敲定了种植和加工基地选址，后
续还将建设饮片厂，保证药材的道
地性。

记者手记

传承是根基 创新是动力

宋 平

一味好药材，一头连着农户，
一头连着市场和区域发展。

在内丘采访，很多人都能和记
者唠上一段自己和酸枣仁的故事。

跟着父辈收酸枣的柳林镇小杨庄村
村民刘清国，已经成了加工老把
式；为了给酸枣万亩基地申请良好
农业规范认证，60 多岁的南赛乡
北赛村村民闫振国上起了培训班；
内丘县中国邢枣仁特色馆里，年轻
人用直播的方式推介“邢枣仁”。
大伙儿铆着劲儿推着酸枣仁产

业往前跑，为了什么？
他们说，内丘虽然有着“中国

邢枣仁之乡”的美誉，但如果只是
固守传统，没有继续创新的动力，
很可能就会被取而代之。

道地药材“出圈”，传承是根
基，创新是动力。厚重悠久的“里
子”，需要与时俱进的内容不断充
实。
从“八大祁药”到邢枣仁、北

苍术等“十大冀药”，再到如今常
年种植的 120种中药材，河北丰富
的地貌类型造就了河北中医药资源
的丰饶。推动道地药材高质量发
展，其产业路径在于注重品牌建
设、强化科技创新、扩大应用业
态、提高综合利用，走出河北道地
药材发展的特色之路。

在守正的同时如何创新？9月
20日举办的河北省 （内丘） 第二
届酸枣产业发展大会给了记者答
案：发布“邢枣仁”品牌形象标志
和邢台酸枣仁价格指数，“邢枣
仁”的品牌建设迈出关键一步；做
药膳、能养生、实现睡眠理疗，
“邢枣仁”的应用业态进一步扩大。

一缕药香跨越古今，从藏在药
柜到时尚跨界，内丘县正以“健康
助眠”为发展康养产业的切入点，
举全县之力打造“助眠之城、静养
内丘”，努力把祖先留给内丘的宝
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内丘酸枣仁加工集散量何以全国最大
河北日报

墙上钉个框、车胎打个气、螺
丝紧一紧……这些生活中常用到的
工具，也能共享了？河北新闻联播
报道了我省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的消息。在邢台内丘，“便民
工具屋”正式“上岗”，满足了居民
的日常需求。

隔三岔五的小修小补，如果没
个称手的工具，就来“便民工具屋”
里找找吧。常用的扳手、螺丝刀，
不常用的洗车机、电锯，“十八般
兵器”样样俱全，俨然一个小型的
“修理店”。

这么多工具怎么共享使用？群

众只要做好登记，随时可以免费借
用。而且，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还
会根据群众需求，及时除旧布新，
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对维修工具的
使用需求。

“以前家里遇见一些小小的修
理问题也得自己去买工具，有的又
不常用，时间一长就找不到了。但
是有这个‘便民工具屋’，既方便又
省心，再也不用担心关键时刻没有
工具可用了。”内丘县内丘镇贤里社
区居民李剑对记者说。

工具有了，不会修理咋办？别
担心，内丘县把一些热心公益事业

的电工、电焊工、电器维修工组织
起来，成立了“帮帮忙”“邻里帮”
等志愿服务小分队，免费为群众，
特别是孤寡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
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服务。

内丘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秦
凤英说：“今年以来，我们在全县
309个村和 10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建起了‘便民工具屋’，方便群
众借用急需且不常备的工具。截至
目前，已登记借用工具 11000多次；
成立的 160支志愿服务小分队，共
开展上门服务 2800多次。”

来源：冀云客户端

百姓看联播

便民工具屋 方便又暖心

 本报通讯员 （赵永生）
12月 5日，由内丘县总工会、
县卫健局、县中医院联合举办
的内丘县第六届“扁鹊杯”痧
疗罐疗技术比武大赛在中医院
四楼开赛。大赛旨在传承和弘
扬扁鹊中医文化，提高全县基
层医疗系统中医服务水平，进
一步推广普及中医药适宜技
术。

来自全县各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院的 13
名优秀选手参赛。选手们通过
望、闻、问、切等传统中医诊
断方法，依据诊断结果，针对
不同的病情对患者进行施治。
他们熟练地运用痧疗和罐疗技

术，充分展示了中医诊疗的独
特魅力和高超技艺。

评委根据选手的操作技
巧、诊断准确性、治疗效果等
方面进行综合评分，确保比赛
结果公正和权威。

经过激烈角逐，内丘镇卫
生院刘敏获得一等奖。据悉，
内丘县高度重视中医适宜技术
的推广，2018年引进胡广芹教
授痧疗罐疗技术后，对全县
1400余名医护人员进行了痧疗
罐疗培训。之后，每年举办一届
“扁鹊杯”痧疗罐疗技术比武大
赛，有力促进了中医适宜技术
的推广，乡村医生对中医适宜
技术使用率达到 90%以上。

内丘县举办第六届“扁鹊
杯”痧疗罐疗技术比武大赛

吟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 朱兰

心脑血管疾病是社区群众，特
别是老年群体比较常见的疾病，也
是我们在日常健康管理当中一项重
点的工作。我们社区医院在心脑血
管疾病防治方面采取了多项措施，
具体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做到对血压、血糖、血
脂“三高共管”。我们会加强对高血
压、糖尿病患者的规范服务管理，
提高治疗率和控制率，让患者做到
定期监测、按时复诊、规律用药，

以防范冬季寒冷天气给老年患者带
来的风险。

第二，开展心脑血管疾病的早
期筛查和综合防治，我们会加强对
高危群体个性化的风险评估，针对
筛查出来的高危人群，开展基层医
疗机构和二级以上医院协同的早诊
和早治。

第三，我们会通过多种形式加
大对社区居民的健康教育，也提高
群众对心脑血管疾病的认识。像今
年开始实施“体重管理年”活动，
我们为社区群众开展了体重管理的

科学指导，引导他们自觉加强运动、
合理饮食，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
风险。

第四，不断提高服务能力，社
区不断增加诊疗设备的投入，强化
全科医生的队伍和能力建设，不断
扩大社区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
病用药的目录，推广针对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的中医特色适
宜技术服务，让群众能够安心、放
心地在社区就诊。

来源：健康中国

冬季心脑血管病高发，基层社区医院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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