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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未病”
不仅是未病先防

“当然，‘治未病’不仅仅指
人们常说的‘未病先防’这一个
健康环节，而是作为一个重要理
念，深入到中医学‘预防—治疗
—康复—养生’各个环节中。”何
为“治未病”？刘爱华教授剖析
说：“中医‘治未病’思想其含义
有三：一是未病先防，即注意保
健，调理身心，预防疾病的发生；
二是既病防变，即在疾病早期进
行干预，以防止疾病的转变发
展；三是瘥后防复，即在疾病痊
愈后积极采取措施促使康复与
防止复发。”

她接着说，据世界卫生组织
的一项全球调查结果显示，全世
界真正健康者仅为 5%，患病者
20%，而75%则属于以慢性疲劳为
主要表现的亚健康者。故而，“治
未病”主要针对“未病之人”，即
健康及亚健康人群。

“但愿这些事件能够唤醒世
人对健康的重视，关注自身健康
的状况与生命的质量。”交谈中，
对于近期一些名人、明星猝死事
件，她惋惜地说，“如果他们平时
注重休息调养，通过‘治未病’的
合理干预，来逆转亚健康发展状
态，避免疾病的发生，使机体恢复
至健康状态，这些悲剧可能就不
会发生。”

“治未病”是
健康最明智的投资

“上医治未病”，是中国传统
医学的至高理念，我国卫生工作
的指导方针和重点目标也是预防
为主。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调
查提醒，投资 1 元钱用于预防，可
节省 8元钱的治疗费，100元的抢

救费，但目前预防慢性病是健康
投 资 的 理 念 远 远 还 未 深 入 人
心。”刘爱华教授忧心地说，当前
人们宁愿花大价钱为健康投保，
以获得病后、残后或死后的经济
赔偿，也不愿意通过改变生活方
式或花小钱定期到医院健康体
检，不愿意以“治未病”的积极措
施对慢性病的危险因素进行干
预和控制，这种本末倒置的现状
亟待改善。

她表示，中医养生“治未病”
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
努力，来逐步唤起增强公众对健
康的高层次需求感，给予健康保
障一定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方面
的 投 入 ，这 才 是 对“ 人 生 之 本
——健康”最明智的选择。

“治未病”是
养生终极目标

以人为中心，以中国传统医
学为基础，融合现代医学和科技，
是发展我国“治未病”医学的必由
之路。

作为河南省中医院传统医学
诊疗、体检治未病中心主任，刘爱
华教授表示，她最大愿望是，希望
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治未病”能
深入人心，未来人们到医院不再
是以看病为主要目的，而是对自
己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听取医
生有关生活方式、饮食、心理、锻
炼等方面的建议，来及时进行健
康调养，从而达到有效地预防、提
高生活质量，最终实现“不治已
病治未病”，人人“健康长寿，尽享
天年”的目的。

采访结束，她含笑而言：“用
中医传统‘治未病’的智慧，造福
今人的健康，从以治疗疾病为主
导的现状，逐渐向以预防疾病为
主导转变，重保健、治未病，必将
成为今后一种新型的诊疗模式。”

养生最高境界“治未病”
——访全国首届杰出女中医师刘爱华

本报记者 汪辉 于淼 通讯员 李尤佳 文 丁友明 图

刘爱华，河南中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干部病房主
任、医学硕士、主任中医师、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
任中华中医药糖尿病、呼吸
分会委员，中华中西医结合
学会理事，河南省中西医结
合糖尿病学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呼吸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河南省全民健康促
进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州
市科技巾帼女杰，全国首届
百名杰出女中医师，中央电
视台“健康之路”、河南电视
台“养生堂”特邀嘉宾。

从医 30 年来，她一直孜
孜不倦熟读经典，潜心钻研
临床医理，不仅娴熟运用中
医“辨病、辨证、辨体质”三辨
思维辨治常见病，同时在辨
治疑难杂症及慢病健康管理
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

中医养生的最高境界是“治未
病”。那么，何为“治未病”，如何能
达到这一境界？昨日，记者特地采
访了全国首届杰出女中医师、河南
省中医院体检治未病中心主任刘
爱华教授。

上午11时，记者走进刘爱华
教授干净整齐的办公室。虽然查
了近半天的房，有些疲惫，但一进
门，她就亲切地拉记者坐下，热情
耐心地向记者娓娓道来。

她说：“‘治未病’是中医特色
优势的突出体现，其特点就是治
其未生、治其未成、治其未传、愈
后防复。”

香港学生最爱
内地中医院校

本报讯 内地高等院校免试招港生计划今年首次举
行，香港近日公布内地各院校录取人数，最受港生欢迎的
还是中医药大学，7所相关院校共录取137名学生，其中北
京中医药大学和广州中医药大学就录取了128名学生。

内地升学专家、香岛专科学校校长罗永祥指出，有的
内地院校在港名气较大、中医药也是内地强项，所以有吸
引力。 (乐 天)

三位中医学者当选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本报讯 记者从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获

悉，在日前召开的国际欧亚科学院第十六次中国院士大
会上，我国中医学者中国中医科学院刘保延、北京中医
药大学王琦、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张大宁正式成为国际
欧亚科学院院士。

国际欧亚科学院成立于1994年，总部设在莫斯科，是
由世界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学者等组成的
高层次的非政府科学组织，现拥有来自全球 46个国家和
地区的600多位院士。

（冯磊）

方一：
麻黄15克，血竭15克，儿茶15克，麦芽15克，穿山甲

15克，乳香15克，没药15克，红花45克（另包）。
上药共水煎 12次，煎到第 4、8、12次时，各加入红花

15克。每日早晚各煎服1次。适用于气滞血淤症患者。
方二：
川乌、草乌、紫草、乌梅、乌蛇各 15 克，白酒 500 毫

升。上药置容器中，倒入白酒，密封，浸泡7天，日饮2次，
每次饮用20毫升。功效及主治：祛风除湿，通络止痛。

方三：
桂枝 12克，白芍 30克，丹参 30克，制川乌 9克，炙甘

草9克。水煎服2次。功效及主治：祛湿散寒，温通经脉，
化淤止痛。

（上方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治坐骨神经痛三方

野马追
野马追，别名白鼓钉、化食

草、毛泽兰，为菊科植物尖佩兰的
全草。性味苦平，具有化痰止咳
平喘、降低血压、清热解毒之功
能。可用于支气管炎、高血压、脓
肿、肺炎、肺脓肿、脓疡、肺结核等
疾病的治疗。除新疆外中国各地
均有分布。

野马追，这个奇怪的中药名出
自两千多年前的一个传说。据传
战国时期楚怀王麾下战将项伯带
领军队征战于江苏盱眙，战争中许
多士兵和战马得了一种怪病，咳喘
不止，失去战斗力，纷纷倒下。一
些患病较重的兵马甚至死去。

战争形势越来越严峻，束手无
策的项伯只好将那些病重的战马
遗弃在荒野上。几天后，奇怪的事
情发生了，一些病马竟矫健地奔跑
着回到了营地，症状完全消失。满
腹疑惑的马夫悄悄地来到荒野，去
查找其中原因，结果发现那些没有
归队的病马都在草丛中嚼食同一
种无名的小草，它们的病情看起来
比几天前明显好转。于是，他回去
就把这个细节告诉了军医。军医
赶忙找到这些小草仔细研究，并用
它熬制成大锅汤，给患病的士兵和
战马饮用。谁知，几天后这些患病
的兵马也好了，很快恢复了战斗
力。最终军队在项伯的带领下打
了胜仗。

后来，闻听此事的楚怀王十分
感激这种“救命草”，亲自找来查
看，并钦定其名为“野马追”。从
此，这个名字和故事开始在盱眙一
带流传起来。当地老百姓患了咳
喘病，也采摘这种神奇的草药服
用，十分见效。

现代药理研究认为：野马追主
含黄酮、生物碱、挥发油以及香豆
素等活性物，从中还可以分离出金
丝桃甙单体。令人可喜的是这种
难得的金丝桃甙可松弛支气管平
滑肌，从而达到缓解和治愈支气管
哮喘的功效。

我市旅游协会
景区协会完成换届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我市旅游协
会景区分会会员大会在郑召开，与会代表
表决通过《郑州市旅游协会景区分会章
程》，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负责人。

据了解，通过投票选举，第四届理事
会选举市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
会主任雒国栋为新一届理事会会长。选
举港中旅（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游有限
公司总经理钱国平、河南金鹭特种养殖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士龙、市绿博园
管理中心主任杜民、巩义康百万庄园保
护所所长李春晓、二七纪念馆馆长张晓
兰、新郑黄帝故里景区管理处主任秦洪
源为副会长，选举市旅游局规划发展处
处长张陆军为秘书长。

雷家亲友谈感受
信义老人带给我们温暖

记者：作为雷福亮的同事、朋友，你
们的感受是什么？

苌海（同事）：太感人了，从老人第
一次摸到医院来找雷福亮，再到看到报
道，医院里的所有医护人员都在感受着
这位信义老人带给我们的温暖。

崔志敏（朋友）：12 月 5 日一大早，
雷福亮说要借车去新密，我听说了这个
故事，同时被这个老人的事迹所感动，
当即决定和雷福亮一起去拜访这位老
人，而当天是爱人的生日，我却缺席了，
但我觉得这样做很值得。

信
义
老
人
温
暖
绿
城
恩
人
子
女
珍
视
情
谊

雷
家
后
人
：
还
多
还
少
都
珍
贵

本
报
记
者
安
群
英
王
影
文/

图

12月7日，郑州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前往
新密市白寨镇史沟村，采访报道中的“信义老
人”。雷龙池的儿子雷福亮随同前往。这是
他第三次到史立法老人家中，看望史叔叔。

雷福亮说，他是带着非常激动和感动
的心去的。史立法老人也非常激动，两个
人的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不愿松开。

双方嘘寒问暖，雷福亮心中非常感慨：
“史叔叔这些年日子过得苦，窑洞房子空荡

荡的，只有几个凳子能坐坐。”通过这个故
事，要让人了解到上一代的日子过得不容
易，要学会感恩。

当着史立法老两口的面，雷福亮对史
立法的儿子史付强说，我们是两位老人的
后辈，一定要多联系，让两位老人的友谊在
我们这一辈延续下去。“让史叔史婶吃得
好，睡得好。”“有困难，就找我。”两个小时
后，他们依依道别。

这是本报记者昨日对部分市民的访问
调查：

社区居民李先生：看到郑州日报讲述
的还钱故事，了解到当时借款没有打借条，
没有约定归还日期，双方完全是患难相助
的兄弟情义，那时存在于民众之间的信任
关系比金子都珍贵，正是我们现实生活中
缺少的。

80后文艺工作者：老人的故事折射
出人之初，性本善的道理。老人不会了
解货币的升值与贬值，他是个农民，用
农民自己的思维方式做自己认为应该
做的事。雷家的孩子应该收下，这不仅
仅是 50 元钱，而是两代人两家人的感人
故事。

中学教师马先生：老人的故事让我想
起了上大学的时光，当时家庭困难，向已经
毕业的学兄借了 30元，两年后毕业了去还
钱，对方客气一下没有要，我也没有坚持再
给，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愧疚。我们应该向
老人学习，他做得比我好。

媒体工作者赵女士：这个故事不能用
钱的多与少来衡量，情义无价。只要铭记，

就是珍贵。钱可以还上，但情义却永远留
在心中。老人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帮助自己
的人的感谢，对友谊诚信的珍视。

商场销售员王先生：钱多少不重要，重
要的是老人讲诚信重道德的那颗心让人感
动，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90后大学生：对老人还钱之举有点疑
惑，76岁的老人为了还区区 20块钱辛苦跋
涉，耗费了人力和时间成本，有些不值，比
起金钱，时间是最宝贵的。同时，老人的举
动却在更大程度上折射了人的道德本能。
老人的行为是一节道德课，唤醒人们内心
深处沉睡的道德和善良。

网友吉女士：按当时物价和现在物价之
差额基数，49 年前的 20 元，相当于现在的
2000到5000元，不过，老人的行为值得肯定。

大学路办事处社区主任：老人不是经
济学家，他不会算经济账，也不是银行工作
者，算清楚本金和利息的多多少少，他是用
朴素的思维表达感恩，完成心愿。他的故
事之所以能够引起大家的讨论，折射出在
这个多元价值观的社会里，讲诚信重道德
是多么珍贵。

对话雷家后人
这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

记者：亲历此事，再看到我们的报
道，为什么哭了？

雷福亮：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最脆弱
的地方，史叔叔来还钱的举动，让我回
想起我的父亲一辈子乐善好施，虽然人
不在了，还有人这么多年记挂着他，还
记挂着他的好，这就足够了。

记者：有网友质疑，还 50 元钱有些
少，你怎么看？

雷福亮：这不是钱数多少可以来衡
量的，没有人计较这个钱数的多少，这
是一份记挂了49年的心。

记者：全家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了
吗?他们怎么看？

雷福亮：全家人都知道了，那天给
在郑州工作的儿子打电话，他的态度发
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一提到过去的老
事，他就有些不耐烦，这次却说要下班
后好好看看这篇报道。

雷金枝（雷福亮的姐姐）：福亮第一
次跟我求证这件事的时候，我很吃惊，
不相信有一个人，时隔这么多年，还能
惦记着这件事，真的来还钱。

记者：那年你7岁，对这位老人还有
印象吗？

雷金枝：有很模糊的印象，父亲是
个热心人，帮助的人很多。

记者：现在相信这件事是真实的
吗？

雷金枝：史叔叔是一个好人，以后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勤走动，把这份情
谊一直延续下去。

郑州市餐饮
名片如何打造

邀你讲述“我与郑州烩面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郑州烩面”是郑
州地方特产的“名片”，也是著名小吃和特
色面食。如何让这种饮食名片更加富有文
化内涵？由河南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主
办，郑州市工信委、二七区商务局等单位协
办的“郑州烩面征文”活动，邀请你讲讲与
郑州烩面的故事。

征文旨在挖掘郑州烩面的历史渊源和
典故，寻访与烩面相关的传奇人物、地点，
老郑州人吃面的感受及老烩面餐馆，通过
老照片、老餐馆、老地点、老故事、剪纸、漫
画、雕塑实物等形式展现郑州烩面的独特
魅力，描写烩面与城市、老烩面馆、老烩面
味等题材的文章。活动还征集与“烩面”有
关的“老物件”等，真实反映郑州烩面在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城市面貌等方
面所发生的历史变迁。

河南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还将举
办“中国郑州烩面美食节”、“郑州烩面文
化论坛”、申报二七区为“中国烩面之
乡”、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立

“郑州烩面文化博物馆”等活动，打造中
原传统食品品牌，形成具有浓郁地方特
色和彰显中原传统文化的餐饮食品品
牌、旅游品牌。市民声音 50元是还多了还是还少了？

↓
雷
福
亮
（
图
左
）
登
门
探
望
史
叔
叔
。

故事进行时 雷家后人三次看望史叔叔

76岁的“信义老
人”史立法的还债故
事，经本报报道后，
温暖着整个绿城，连
日来，城市的街道、
社区都在讲述这位
老 人 的 感 人 故 事 。
很多市民和网友认
为，他和雷家的故事
唤起了人们对诚信
的最大赞美。史立
法老人和当年的雷
龙池老人之间的信
任关系比金子都珍
贵，是我们这个社会
最需要的珍贵资源。

老人的故事也
引起了市民价值观
的多元化表达，“20
元 钱 需 要 还 49 年
吗？”“当年的20元现
在还50元，是不是有
点少？”也有些网友
表达出这样的疑问。

昨日，本报记者
对社区居民、机关工
作人员、大学生进行
了专项调查，绝大部
分人都认为：老人不
是经济学家，能计算
清楚本金和利息的
多多少少，他是用农
民的方式、用朴素的
思维表达感恩，完成
心愿。他的行为之
所以能够引起大家
的讨论，引起那么大
的反响，折射出在这
个多元价值观的社
会里，人们对这个故
事的尊重和传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