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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越来越受
国际市场欢迎

王宏坤，国家人事部、卫生部、
中医药管理局指定的第二批名老
中医带徒导师，全国名老中医学
术经验传承工作室传承老师，河
南省中医药管理局中医事业终身
成就奖获得者，原河南省中医院
骨科主任。

1963 年毕业于河南省洛阳平
乐正骨学院本科（白马寺）。从事
中医正骨临床、教学40余年，运用
中医四诊八纲，辨证施治，内服中
药，外敷药膏，中药熏蒸外洗，透
入及祖国传统手法治疗骨折、脱
位、软组织损伤，尤其擅长治疗颈
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劳损、老
年肩、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骨
质疏松、骨坏死、骨肿瘤等骨科杂
症。发表专业论文 40 余篇，著书
两部，获科研奖两项。

名老中医王宏坤的养胃“三件宝”——

大枣花生疙瘩汤
本报记者 汪 辉 通讯员 廉万营 文 丁友明 图

全国名老中医王宏坤老人，虽说已
是76岁高龄，但声音洪亮、步履矫健、
精力充沛，每周还能坚持坐诊三天半。

“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
后天之本，只有脾胃功能好了，人体吸
收各种营养元素的能力才跟得上，身体
其他脏器才能得到营养而保持良好的
状态正常工作。”说起养生，老人认为上
了年纪的人脾胃功能逐渐减弱，因此悉
心保养脾胃，不让脾胃因为上年纪掉链
子是最关键的。

老人说，他曾经患过胃食管反流症，
但在自己的调理下，现在已基本痊愈。
这主要得益于自己平时很注意养胃。

熟大枣、生花生、疙瘩汤……如何
养胃？老人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对他
的养胃“三件宝”娓娓道来。

方一：
首乌、炒枣仁各 20 克，珍

珠母 30 克（先煎），炒远志、川
芎、菊花、当归、桑葚、天麻、茺
蔚子、钩藤（后下）、石菖蒲各10
克，白蒺藜 15 克。水煎分 3 次
服，每日 1 剂。功效主治：益肝
肾，填精健脑。用于治疗老年
性痴呆中医辨证属肝肾亏虚，
髓海不足者。症见神志呆滞，
烦躁失眠，表情淡漠，言语不
清，大便干燥，口干，脉沉细，舌
质黯红，苔褐黑而腻，少津。

方二：
花生米 45 克，粳米 60 克，

冰糖适量。同入砂锅内，加
水煮至米烂汤稠为度。每晨
空腹温热食之。花生米中的
卵磷脂是神经系统所需要的
重要物质，能延缓脑功能衰
退。

方三：
取熟地、怀山药、山萸肉、

生地各 15 克，党参、黄芪、茯
苓、酸枣仁、泽泻各 12 克，龙骨
（先煎）、龟板（先煎）各 18 克，
五味子、石菖蒲各 9 克，远志 6
克。水煎，每日分 2 次服，隔日
服一剂，连服 15 剂。（此方应在
医师指导下服用）

本报讯 来自刚刚闭幕的
第 112 届广交会的信息显示，
我国传统瑰宝中药在国际市场
上越来越受追捧，不少企业在
中药出口模式、药品注册等方
面探索出成功经验，中药国际
化道路越拓越宽。

业内人士表示，中药在国
际化步伐加快的同时，附加值

低、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等方面
的隐患仍然存在。对此，我国
应发挥中医药发源地的优势，
参与制订相应的国际规则，降
低国际贸易壁垒。中药企业自
身也应在加强研发的同时，提
高专利申请等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

(王攀 冯璐)

93岁高龄
国医大师收徒

本报讯 日前，在上海第十
人民医院的会议大厅里，举行
了一场全国中医界瞩目的授徒
仪式——常州中医院院长张琪
向已经 93 岁高龄却还破例收
徒的国医大师、孟河医派马氏
第四代传人颜德馨行叩首礼，

拜其为师。在接下来的两年
中，张琪不仅要按照师徒两人
订立的契约前去“听课”，还要
保质保量地完成“作业”。

颜德馨 2009 年获全国首
批“国医大师”称号，是中医“衡
法”治则创始人。 （徐瑞玉)

防治老年痴呆三方

冬吃萝卜
古 俗 语 有“ 冬 吃 萝 卜 夏

吃姜，不用先生开药方”，还
有“ 吃着萝卜喝着茶，气得
大夫满街爬”等。可见，冬天
吃萝卜对养生大有裨益的观
点古已有之。

萝卜，又名莱菔，消积滞，
化痰热，下气，宽中，解毒。《唐
本草》：“散服及炮煮服食，大下
气，消谷，去痰癖；生捣汁服，主
消渴。”

冬吃萝卜究竟有着什么道
理呢？

眼下马上进入冬至。古
有：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
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
曰“冬至”。 古人认为，冬至是
一年当中阴气最盛的时候，进
入冬至就意味着进入数九寒
天，此时人体外阴气盛，而人体
内阳气旺。张仲景《伤寒论》中
有：“十一月之时，阳气在里，
胃中烦热。”中医认为，进入十
一月（冬至月）人们因为进补容
易导致“胃中烦热”。而此时大
量上市的萝卜属凉性，进食正
好能解“胃中烦热”。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也同样讲到萝卜有
“下气、消谷和中、去邪热气”
的功效。

另外，现代研究表明，萝卜
还有防癌抗癌作用，其所含丰
富的维生素 C、胡萝卜素能阻
止亚硝胺致癌合成的作用。但
特别提醒的是，冬吃萝卜虽然
有益身体，但并不适合每个人，
阴盛偏寒体质者、脾胃虚寒者
不宜多食。

查处不断 违建不停
“十一五”期间，有关部门针对小产权房

发文多达 14 条，明确小产权房不合法，严禁
建设销售，要求分类清理整顿，查处相关责任
人，甚至要求拆除未销售建筑。其中建设部
还特别提醒城市居民不要购买小产权房，强
调不受法律保护。

据全国工商联相关调查，全国小产权房
竣工建筑面积仅“十一五”期间就达2.83亿平
方米。

记者在多个省份调查发现，小产权房有
从东部到中西部，从城郊向偏远乡村扩散之
势。

距离大连市区 40 分钟车程的甘井子区
大黑石村，依山傍海。一家名为“牡丹城”的
小产权楼盘，占地数百亩，有 70 多栋楼。销
售部顾经理正领着几名顾客看房。顾经理
说：“买房一年后，就拿到一个不带国徽的绿
本房产证；有几百平方米的大房型，也有 22
平方米的小户型，价格最低的每平方米 3980
元，而附近的商品房价格在每平方米 1 万元
以上。”

在北京市昌平区郑各庄村，东西长约 2
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的范围内，一栋栋六七
层高的小产权房密密麻麻排列着。

近年来，小产权房的品种繁多，从普通毛

坯房到精装修小户型，从海景别墅到田园地
产，似乎应有尽有，并不亚于正规商品房项
目。

供求活跃 产销两旺
记者调查发现，我国小产权房市场早年

以刚需为主，近年不断有投资者介入，其市场
化特征日益明显，甚至二手交易也很红火。

从购买者的成分看，他们大约来自三个
方面：一是买不起正规商品房的被征地农民
和城市居民，例如南京市铁心桥街道的“凤翔
花园”，从 2002 年至今，已经开发了五期，有
数千户居民。

这里的业主说：“住户七成是拆迁农民，
当时这里的房价是每套12万至15万元，而拆
迁补偿是每户 20多万元，买下房子后只剩下
几万元。这里的房子没有产权，但商品房价
格要贵一倍。我们都是自住，也不需要产权
证。”

27岁的大连居民刘女士告诉记者，小产

权房便宜，虽然没有产权证，但是圆了她有房
一族的梦。“城里的中低收入群众、‘新市民’
占了购买者很大一部分，他们买商品房有困
难。”

二是退休后到农村享受田园生活的城里
人。在大连大黑石村一个名为“亿盛风情西
海岸”的小产权房小区，68岁的宋先生说，去
年他在这里买了一套 46 平方米的房子。“主
要是为了退休后休闲。”

三是购买别墅用来投资。一些小产权项
目打出了“不限购”，以吸引购房者。一些投
资者认为，小产权房出租有一定收益，将来也
会升值。

非法牟利 必须严惩

国土资源部今年 3 月重申，小产权房是
指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并向农村集体组
织以外的成员销售的商品住宅。如大连大黑
石村“牡丹城”“蓝海之星”等项目，都是在农

地上建设，无法办理正规产权证，均属于违法
该查禁之列。

江苏省国土厅副厅长吴震强告诉记者，
有的小产权项目违规操作，导致土地秩序混
乱，以及国家税费大量流失，对于非法牟利的
开发企业和乡村干部，必须绳之以法。

这位副厅长介绍，南京市郊区有一个占
地 900 亩的小产权房项目，由于村干部与开
发商暗箱操作，国家方面少收土地出让金约9
亿元，但少数人获利几千万元，目前开发这个
项目的村支书已被司法机关逮捕。

专家建议，在清理小产权房方案中，首先
要建立“数据库”，完成摸底调查；其次制定

“路线图”，做好分类处置方案；另外，要规划
“实施表”，依法操作、公平合理。

国土资源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清理
小产权房还需要更具可操作性的法规。比如
说，除了基本农田外，农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
用地该如何区分？这就需要更清晰的法规。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说，禁止小产权房，
需要开辟“城市反哺农村”的渠道。目前，农
村土地征收为国有后，并没有把巨大的土地
增值收益反哺到农村。因此，首先要在法律
上为农民“还权赋能”。

专家指出，解决小产权房问题，不能忽视
农村集体享有土地增值的收益问题，需要加
以评估、界定，应该兼顾各方利益公平处置。

小产权房：为何禁而不止？
新华社记者 邓华宁 李舒 徐扬 孔祥鑫

作为清理小产权房的试点，北京市日前首次公布了清理出的79个在建、在
售“小产权”住宅项目，让小产权房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近年来，有关部门多次发文，严禁小产权房建设与销售。然而，各地小产权
房似乎仍在蔓延。是什么原因导致小产权房清理难查处难？

11月 4日，主题为“携手
应对 共促发展”的2012（第十
四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天
津开幕，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矿
业企业、金融机构的代表共计
6000多人参会。大会将举办
主题论坛、矿业发展高层论
坛，并将推出31场专题论坛和
9场矿业合作项目推介会。

图为参会人员观看展出
的矿石。

新华社发

首届中原经济区
市县长论坛举行

钟朋荣建议：学会反周期运作

本报讯（记者 成燕 汪辉）昨日，由省人大
常委会研究室主办，《中原经济区》杂志及洛阳
杜康控股协办的首届中原经济区市县长论坛在
郑举行。论坛上，以“宏观经济与企业战略”为
主题，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作了精彩演讲，并和
与会嘉宾交流互动。来自省直有关部门、我省
部分地市、县（市）区、产业集聚区的有关负责人
及企业家代表共400余人参加论坛。

作为我省多个地市的经济顾问，钟朋荣曾多次
深入我省基层考察调研，对河南经济发展非常熟
悉。针对大家关注的经济低迷态势下，县域经济如
何应对问题，他提出建议，当前正值中国经济的“寒
冬期”，区域经济决策者应学会巧妙利用经济周期，
善于进行反周期运作，实现化危为机，比如可利用
当前经济低迷之时原材料、设备价格较低之机加快
基础设施建设，狠抓在建项目竣工投产。

在谈到经济结构如何实现平稳转型升级时，
他深入阐述说，河南的制造业基地应尽快向创意
基地转型，不断用现代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转型中应多培育新区
域、新渠道、新环节、新业务、新产业和新消费群
体，注重用专业化打造核心竞争力。他还指出，发
展区域经济要突出专业化原则，要做精品“专业
店”，不能做普通“杂货店”。各地产业集聚区要实
现相互分工协作，不断拉长产业链条，不能仅仅实
现表面化的产业集中，只共享基础设施。

面对复杂的经济走势，家族型民营企业该
如何创新管理体制，实现可持续发展？钟朋荣
分析说，究其根本来说，企业之争的本质是制度
之争，民营企业家们应好好学习晋商，多让管理
层持股，只有学会“散财”，才能更多地“聚财”。我市参加台北旅展

本报讯（记者成燕通讯员陈迎军）为扩大郑州旅
游在台湾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强两地旅游交流
与合作，近日，我市组团参加了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
会和台湾观光协会联办的第七届海峡两岸台北旅展。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我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郑
州至台湾直航的开通，来郑的台湾游客人数不断增长，
台湾地区已成为我市重要的入境游客源地。该展会不
仅是台湾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国际会展，也是亚太地区
规模最大的国际性专业旅展之一。本届旅展在台北世
贸展览馆一馆、三馆举行，展区面积4万多平方米，设置
展位1200多个，参观人数超过26万人次。

展会期间，我市集中推介了丰富多彩的旅游产
品，吸引许多当地市民咨询，精彩的少林功夫表演吸
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观看。市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还与
台湾雄狮、山富等多家旅行社负责人进行了密切交
流。不少旅行社负责人表示，今后，他们将积极加强
与我市旅游企业的对接，重点包装设计适合台湾游
客的中原旅游产品线路，并加大推广力度，力争组织
更多台湾游客到郑州观光旅游。

我国进口汽车市场
竞争严重库存高企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记者 张毅）中
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沈进军4
日在第九届进口汽车高层论坛致辞时指出，由
于国外汽车供应商对中国进口汽车市场预期过
高，导致供给大于需求，今年以来国内进口汽车
市场价格战此起彼伏，恶性竞争十分严重。

据海关统计，今年 1~9 月，进口汽车达到
87.3万辆，同比增长22.6%。由于跨国汽车公司
过高预期的销量目标与市场需求增幅形成较大
回落，导致库存高企、价格下降、盈利下降，个别
进口汽车品牌甚至出现全线亏损。部分跨国汽
车公司和经销商关系紧张。

每天10个大枣
王宏坤老人说，他老家

是内黄县，那里盛产红枣。
他从小就喜欢吃家乡的红
枣，直到现在每天还都吃 10
个左右。

内黄大枣跟其他地方
的枣不同，枣核是扁的，个
头不是很大，果肉也不是很
多，当地人称这种枣为“扁
核酸”，吃起来甜中带酸，别
有风味。老人说，中医讲，
甜入脾，酸入肝，可见吃这
种枣既可健脾养胃，又可补
益肝脏。煮熟的红枣味甘
性温，有补中益气、养血安
神的功效，适合脾胃虚弱、
腹泻、倦怠无力的人可经常
食用。

冬季气温不高或秋末
春初时，老人经常取一些大
枣，放在锅里煮，水开了以
后，将上面的一层白沫捞
出，随后滤出水，再加水没
过红枣，大火煮沸时用小火
熬。经 3 小时左右，红枣的
皮变黑，锅底只剩下从枣内
渗出的像糖稀一样的少量
液体，这样枣就煮好了，不
仅香甜可口，还好吸收。

每日40粒花生
花生，是王宏坤老人最

爱吃的食品。一般人们喜
欢吃煮花生、油炸花生或醋
泡花生，而老人喜欢吃的却
是水泡花生。

老人说，他一般取一碗
花生，用清水冲一下除去杂
质，然后再加清水泡上。约
4 小时后，花生就泡好了。
随泡随吃，脆嫩香甜，十分
爽口，比刚从农田里拔出来
的新鲜花生还要好吃。每
天吃 40 粒，泛酸、消化不良
时吃点生花生，可以快速有

效地止呕制酸。
他建议人们常吃花生，

因为花生营养十分丰富，其
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
必需脂肪酸，可以降低血中
胆固醇、甘油三酯，还能降
低血液黏稠度，改善血液微
循环，提高脑细胞的活性，
增强记忆力和思维能力。
此外，吃花生对血小板减少
的人也很有好处。

生花生虽好，但吃多了
会胀肚子，特别是未经水泡
的生花生。不经常吃生花
生的人第一次吃多了可能
会大便稀，因此要从少量开
始，比如 10 粒左右，吃一段
时间胃肠适应了，再逐渐加
量到40粒左右。

每顿一碗疙瘩汤
王宏坤老人还最爱喝

疙瘩汤、小米粥和玉米粥。
老人说，人老了，脾胃

功能减弱，都喜欢吃软食、
稀饭，菜一般都喜欢吃炒得
熟一些软一些的，这样吃起
来胃里会感到舒服。做疙
瘩汤时，要把面拌成像绿豆
粒一样大小的细粒，做好后
放置半小时再煮会更筋道，
也有利于消化吸收。在临
床中，他经常给老年人推荐
白面汤，因为其容易消化吸
收，还暖胃，经常腹泻的人
可以常喝。此外，感冒发烧
或体质较弱的人，在恢复期
喝白面汤，有利于康复。

同时，炒菜时老人还喜
欢放点砂仁、白胡椒。老人
说，砂仁化湿开胃、温脾止
泻，可以增加食欲，帮助消
化吸收。白胡椒气味芳香、
性温热，具有散寒、健胃功
能，感冒发烧后炒菜时多放
点白胡椒粉，还有助于发汗
祛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