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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市场 看消费

中医馆里品膳食

中医药膳是中医药宝库中的瑰宝，
经过数千年的不断演变、丰富和完善之
后，已经成为交融传统饮食文化和传统
医药文化的一个独具特色的重要领域。
当前，以“寓养于膳”为特点的食养餐食
正以更好的质量、更多的品种、更丰富的
文化内涵走进大众生活。

手工煎药房药香氤氲，食养厨房“烟
火”升腾，中药创新产品琳琅满目……黄
河南路东方金街的东济堂中医馆内中草
药味道夹杂着饭香，这里不仅以看病把
脉来传承中医药文化，馆内的一根棒棒
糖、一口鲜馄饨、一碗元气粥等各色餐
食，都饱含了以中医药为内涵的饮食新
方式。

“最初发现很多患者脾胃不好，是因
为不会做饭、没有时间做饭、不懂得按时
令吃饭，我们就做了食养厨房，教家长和
孩子好好吃饭，好好做饭，目的是为了让
更多人养好脾胃，不生病，少生病，爱中
医，用中医。在日常生活中快乐养生，让
老百姓深刻感受治未病在日常。”东济堂
中医馆创始人李嘉慧向记者介绍食养厨
房的设立初衷。

据介绍，食养厨房会根据二十四节气变化，去制作不同的养
生餐食。当下食养厨房的菜单分为主食和甜品两大类，包括福
禄面、红豆妙龄羹、元气粥、龟苓玫瑰膏等菜品。

药食同源产品作为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将成为新
的经济增长点。《“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对各类健康
产业提供政策支撑，到 2030年，我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将达到
16万亿元。在多重利好因素的支撑下，包括药食同源在内的健
康产品消费潜力将进一步被释放。

按摩养生成社交新方式

忙碌了一周感觉身体疲劳，这时你会选择如何放松自己？
90后王鑫选择约上三两好友前往按摩店寻求放松、缓解疲劳。

“因为工作需要我经常久坐，平日里我也会练练八段锦，假期有
时间了会去专门的按摩店全身按摩下。”王鑫说。

像王鑫一样热衷养生的人不在少数。在抖音平台，“八段
锦”话题下的视频播放量累计达 35.3亿次；“三伏天晒背最佳时
间表”也一度登上微博热搜；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输入“养
生”二字，能看到大量网友发布关于养生小妙招的笔记。

近年来，越来越多人走进足浴、按摩店，开始了按摩养生。
以足疗按摩技术服务为基础，越来越多的门店开始提供影音、餐
饮、住宿等一系列服务，呈现出“养生+”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使
得按摩足疗这个原本相对传统的市场呈现出全新的活力，日渐
成为大众消遣娱乐的选择之一。

记者走访了解到，每逢周末，我市足道按摩门店多呈满员状
态。业内人士表示，如今多数的足道按摩店不仅提供多个价位
的足道按摩，还提供免费观影、小食餐饮。足道按摩服务面向的
消费群体也愈加多元化，年轻顾客以休闲放松为主，比如当下流
行的在按摩店里看电影，中年群体顾客则更加注重对身体的养
生调理。

国潮养生超“出圈”

捧一本养生书籍，吃一块陈皮奥利奥咸奶油蛋糕，喝一杯手
打藿香柠檬茶，养生氛围瞬间拉满……走进位于康平路上的仲
景生活，色彩斑斓的新中式糕点令人垂涎，国潮茶饮区茶香四
溢，满满的中医药元素渗透到了店里每一款产品中。

仔细查看产品标签，每一款甜品中都至少包含了一种药
食同源食材：黑芝麻浮云卷、茯苓乳酪魔方、五红马芬蛋糕、枸
杞紫米包、阿胶桂花塔塔酥等，灵芝养甘茶、仲景酸梅汤、十里
江南桂、山药燕麦奶昔……潮流养生新方式在国潮茶饮区徐
徐展开。

“不喝奶茶了，去抓一服酸梅汤喝吧！”借助国粹与茶饮融合，
中药茶饮正从众多奶茶店里“杀出重围”，掀起药食同源的养生

“飓风”，中药茶饮频现网友打卡笔记，释放出该赛道火热的信号。
“张仲景大药房推出仲景生活的目的，就是让消费者拥有更

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寓养于食、寓补于饮的生活理念融入大众的
生活中，传承仲景中医药文化，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中医药。”仲景
生活（康平路）店员介绍，近年来消费者对健康的饮食方式愈加
重视，仲景生活的糕点、饮品通过药食同源食材的添加，在满足

“甜品控”消费需求的同时还能通过食材的药食同源特性调节机
体。

中医提醒：养生应秉持合适和适度的原则

7月 9日下午，郑州市中医院针灸科不时有市民前来做针
灸、拔罐治疗或是贴“三伏贴”。郑州市中医院针灸科医生刘博
说：“随着人们对中医养生的日益重视，中医已不再仅仅被视为
治疗疾病的手段。现在，针灸理疗在体质调理方面的作用也逐
渐被大众所认识和接受。”

“冬病夏治”是中医的一个传统理念，其核心思想是利用夏
季的高温和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期来治疗或预防冬季容易发作
或加重的疾病。如三伏贴：在夏季最热的三伏天，将药物贴敷在
特定的穴位上，以达到温阳散寒、调整脏腑功能的目的。

今年7月 15日入伏，如何健康过三伏天？
刘博表示，在三伏天，一是要合理饮食，以清淡、易消化的食

物为主，避免过于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以免增加肠胃负担。
二是要注意防晒，三伏天阳光强烈，要避免长时间暴晒，如近期
在网络上流行的三伏天晒背，应注意避免中午太阳直射时进行，
注意不要暴晒头部，减少阳光直射对皮肤的伤害，避免发生中
暑。炎热的天气容易导致身体脱水，要适时补充足够的水分，保
持身体水分平衡。三是科学运动，尽量保持每伏案工作半个小
时后活动几分钟，日常运动中，散步、八段锦、慢跑、太极拳等都
是不错的运动方式。锻炼不应操之过急，应根据自身体质循序
渐进增加运动量，保持稳定且长期的锻炼。四是在医生的指导
下，科学进行冬病夏治或夏季养生，“冬病夏治”的关键在于顺应
自然规律，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和治疗方法，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
的目的。

此外，刘博还建议，养生切勿盲目跟风，需要因时因地因人
选择适合的方法，做体质调理前应进行体质辨识。三伏天晒背、
饮用养生茶饮、做保健操等都应遵守合适和适度的原则。

本报记者 安欣欣

（上接一版）鼓励更新应用一批高技术、高效
率、高可靠性先进设备。新能源汽车及零部
件行业重点更新一体压铸成型、自动化焊接
机器人等设备；动力电池行业生产设备重点
更新超声波焊接机、激光焊接机、注液机等
设备；光伏行业更新大热场单晶炉、高线速
小轴距多线切割机、大尺寸多主栅组件串
焊机等设备；机器人行业瞄准特定应用场
景，重点更新运动控制器、精密减速器、自
动焊接、切割下料、码垛搬运等设备；智能
传感器行业重点更新激光切割机、柔性印
刷设备等；生物医药行业重点更新制粒烘
箱、高速离心机、混匀仪、烘干发酵一体机、
灌装机等；超硬材料行业更新六面顶压机、
等离子放电烧结压机、声学共振混料机以
及新型破碎、整形、分选、合成等设备。

智能制造设备应用。围绕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需求，以生产作业、仓储物流、质量管
控等环节改造为重点，推动数控机床、增材
制造装备、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与控制设
备、智能检测与装配装备、智能仓储与物流
装备等通用智能制造装备更新。重点推动
装备制造业更新面向特定场景的智能成套
生产线和柔性生产单元；电子信息制造业推
进电子产品专用智能制造装备与自动化装
配线集成应用；原材料制造业推进催化裂
化、冶炼等重大工艺装备智能化改造升级；
消费品制造业推广面向柔性生产、个性化定
制等新模式智能装备。推动研发设计、生产
制造、经营管理、运行维护、物料配送等信息
系统的综合集成，打造现代化新型产业组织
单元。

绿色低碳设备普及。对照《重点用能产
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
（2024年版）》，推动锅炉、电机、变压器、制
冷供热空压机、换热器、泵等重点用能设备
更新换代，推广应用能效二级及以上节能设
备。电力与热力生产供应等行业加快推广
应用新型换热元器件；有色金属行业加快高
效稳定铝电解、绿色环保铜冶炼、再生金属
冶炼等绿色高效环保装备更新改造；建材耐
材行业改造提升混凝土搅拌、粉磨破碎、筛
分过滤、窑炉控制、切裁磨边、灌装密封、除
尘等装备和技术；火电行业加快燃煤锅炉、
汽轮机组、烟气净化、废气处理等设备更新；
数据中心行业加快冷源设备、新风系统、不
间断电源等设备更新；家电等重点轻工行业
加快二级及以上高能效设备更新；废塑料加
工行业更新自动拆包、自动清洗、智能光电
材质分选、在线改性造粒等设备；面向钢铁、

建材、纺织、造纸、皮革、食品等已出台取
（用）水定额国家标准的行业，改造工业冷却
循环系统和废水处理回用等系统，加快更新
冷却塔等设备。

试验检测设备升级。聚焦新能源汽车、
智能终端、智能传感器、生物医药、现代食品
等重点行业，研究发布检验检测能力指引目
录，在设计验证、测试验证、工艺验证等中试
和检验检测环节，更新一批先进设备。重点
推动设计验证环节更新模型制造设备、实验
分析仪器等先进设备；测试验证环节更新机
械测试、光学测试、环境测试等测试仪器；工
艺验证环节更新环境适应性试验、可靠性试
验、工艺验证试验、安规试验等试验专用设
备，以及专用制样、材料加工、电子组装、机
械加工等样品制备和试生产装备；检验检测
环节更新电子测量、无损检测、智能检测等
仪器设备。

本质安全设备提升。推动具备条件的
生产煤矿加快智能化改造，在采掘（剥）、供
电、供排水、通风、主辅运输、安全监测、洗选
等生产环节进行设备更新和智能优化提升，
到2026年，年产能45万吨以上正常生产的
煤矿全部完成智能化改造，年产能 45万吨
及以下正常生产的煤矿分别建成不少于 2
个关键环节智能化子系统。引导民爆企业
开展“无人化”和“数字化”改造，更新水油相
制备储存设备、装药包装设备、装卸搬运设
备等。围绕工业生产等重点场景，推广《先
进安全应急装备（推广）目录》，提升本质安
全水平。

关键词：制造业“一转带三化”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郑州市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高质量建设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支持企业
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升级版、数字化转型
成熟度等贯标，争创国家级数字化转型标杆
示范。“一链一策”开展重点产业链数字化

“网联”升级，引导企业持续深化“上云上平
台”。支持小微企业园、工业园区加快推进
园区工业设备和业务系统“上平台用标识”，
支持省级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推广订单共享、
设备共享、产能协作、集采集销、众包众创等
新模式，提升区域制造资源和创新资源的共
享和协作水平。推广“5G+工业互联网”典
型应用场景，争创“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
用示范区。

推动工业企业高端化改造。高质量建
设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总结推广

新型技术改造经验。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2024年本）》，开展淘汰类落后生产
工艺装备产品排查，确保按期退出。深入推
进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实施《郑
州市重点产业链科技创新专项方案》，支持
企业与一流大学郑州研究院、高校密切结
合，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制（修）订一批
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修订实施《郑州市质量提升若干政策》，加大
对企业质量品牌、标准建设、检验检测等支
持力度。

推动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推动规上
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全覆盖，依托河南省数
字化转型诊断服务平台，构建“诊断辅导+
方案设计+实施优化+后续评价”闭环工作
推进体系，每年滚动实施 300 个以上智能
化改造项目。聚焦“产品研发、生产制造、
营销管理、售后服务”等环节，推动人工智
能、第五代移动通信（5G）、边缘计算等新
技术在制造环节深度应用，形成一批典型
场景。聚焦“装备应用、物料配送、生产管
控、信息追溯、能源消耗、安全环保”建设内
容，打造一批数字化车间。聚焦“装备互联、
系统互通、数据互享”建设内容，全过程开展
智能化升级，优化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打
造智能工厂。

推动工业企业绿色化改造。推动规上
工业企业绿色化改造全覆盖，实施《郑州市
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郑州市制造业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按照《国家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降碳技术装备推荐
目录》，深化工业企业“亩均论英雄”综合评
价，加快淘汰超期服役的落后低效设备、高
能耗高排放设备、具有安全隐患设备，培育
一批“超级能效”工厂、“零碳”工厂、环保绩
效A级企业和绿色园区。完善相关支持政
策，推进建设一批工业绿色微电网、源网荷
储一体化项目。力争到2025年完成存量燃
煤机组节能降耗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
造“三改联动”。

增强数字基础设施支撑。建设市工业
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培育一批跨行业跨领
域和特色区域型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持有
条件的企业建设运营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二级节点，加快形成规模化标识解析应用服
务能力。支持企业加快开发首版次高端软
件 、人 工 智 能 大 模 型 和 工 业 应 用 程 序
（APP）。积极融入“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工
程，以郑州城市算力网建设为引领，加快建
设 5G 网、万兆光网、移动物联网等新型信

息基础设施和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建
设工程等重大项目，满足算力“入户、入企、
入园、入校”需求。

关键词：优势装备产业做大做强
增强优势装备供给能力。聚焦以高质

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加快发展工业机器
人、专用数控机床、智能盾构装备、煤矿智能
化综采装备、自动化采摘收获机械、智能充
电桩、非晶合金变压器、高端阀门等智能装
备及关键部件，支撑重点行业设备大规模更
新。瞄准国内外高端装备制造和系统集成
企业，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提升供应链配
套能力。力争到 2027年，全市装备制造产
业规模达到2500亿元。

强化装备制造企业培育。围绕装备制
造、机器人等重点产业链，强化要素保障、加
大政策支持、创新金融服务，推动企业做大
做优做强。支持龙头企业不断突破核心技
术、强化品牌建设、完善国际布局，打造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郑州装备“金字招牌”，引领国
内外相关领域设备更新换代。支持重点企
业深耕细分领域，向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
和创新型方向发展。到2027年，培育 10家
左右拥有国际知名度和较强核心竞争力的
装备制造龙头企业，新增先进装备制造领域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5家以上。

推进关键装备技术突破。依托重点企
业和研究院，开展高端装备及关键零部件制
造核心技术攻关，大幅度提高全断面隧道掘
进机、煤炭综采综掘机、智能化轻量化起重
机等重大成套装备产业配套能力。支持创
建国家隧道掘进装备技术创新中心、产业研
究院、制造业创新中心；搭建国家级矿山产
品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提升液压支
架、关键零部件研发测试、检验检测、认证评
价、标准制订能力。到2027年，力争新建成
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0个。

加强高端装备推广应用。编制优势装
备供给清单和需求清单，分行业组织企业与
应用领域开展供需对接，促进供需两端同步
发力。以场景为牵引、应用为导向，发布一
批高端装备典型应用场景，进一步激活市场
需求。大力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
品”战略,在装备制造、精密数控机床等领域
大力开发新产品,推出一批科技含量高、附
加值高、性能优越的高端精品。落实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配套奖励政策，支持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力争到 2027
年，新增省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30项。

向新向绿向智向未来
我市大力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

相关实施方案公布，来看你从事的行业企业将有哪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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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医药，你脑海里第
一浮现的，是经典古籍里深奥
的中医药知识？是复古肃穆的
药柜？或是苦味的药汤？现如
今，中医药文化已历久弥新，当
下更是有了花式载体，变身为
各种国货“潮品”，中医药“国潮
之旅”就此开启。

中宣部宣教局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中国文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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