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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本草

5月22日至23日，由省中医药管理局、省总工会主

办的吉林省首届中医药膳大赛决赛在长春成功举行。2

天的赛期虽然很短，却向人们传播了以膳养身的理念，以

及对中医药膳学未来发展的思考。

吉品药膳，健康万家。大赛专家、评委、裁判认为，当

前，我省深入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促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已驶入“快车道”，推动中医药膳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将为挖掘中医药的多元价值和社会功

能，完善形成“新医药、新康养”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亮 点

参赛作品极具地域特色

当“中药”与“食物”碰撞到一起，将会产生怎样的火

花？药膳食疗怎么做才能发挥最大功效？在大赛现场，

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我们的主菜‘五福鹿肉’，是以鹿肉为主材，辅以人

参、当归、天麻、百合等道地药材，做出人参酿鹿肉、当归

天麻烧鹿肉、脆香鹿柳、鲜松茸炒鹿肉、荷叶蒸鹿肉五道

佳肴。这些菜品不仅美味可口，更能温补脾肾阳气、养血

和血、升清阳化浊气，实现五脏同调。”长春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代表队的药膳作品主题鲜明，构思巧妙，频频引人

关注。

人参是我省道地药材的代表，如何推陈出新它的吃

法？各参赛队可谓花尽心思。有选取食材乳鸽，搭配红

参、当归、黄芪、麦冬和枸杞，熬制老鸽汤的传统做法；还

有将白莲蓉、猪油融于面粉，配以人参，辅以百合，制成人

参百合酥的典雅精品；更有用人参吊汤，再用汤煮熟鹿

肉，做到吃鹿不见参的创新之作……

据介绍，本次大赛的整体菜品水平较高，充分达到了

药膳“色、香、味、型、养”的效果，特别是选用了很多吉林

的道地药材，将吉林特产和道地药材巧妙地结合起来，很

好地体现了药膳“药食同源、简便验廉、蕴医于食、寓养于

膳”的特色。

匠 心

大赛起点高、规模大、精品多

大赛以“吉品药膳，健康万家”为主题，历时近2个

月，全省近50家医院经广泛动员、层层选拔，最终20支代

表队会师决赛，共同切磋厨艺，展示中医药膳的独特魅

力。

据介绍，大赛以团体赛方式进行，包含辨证施膳、药

膳制作两大模块，采取情景模拟和实践操作相结合的形

式，现场分别制作一款热菜、汤羹、主食，实现同一药膳食

疗主题，非常考验选手的药膳理论水平和药膳制作技能。

在评审环节，大赛则是秉承全过程跟踪、全维度评判

原则，由国内知名中医药、餐饮等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评

判组，分列实操后厨场地、药膳现场展示区两地，通过观

察、品尝、问询、讨论，根据药膳制作的对症、疗效、烹饪技

术的合理性，食材和药材选择的科学性等方面，进行综合

打分点评。

炒、蒸、熘、汤、羹……现场，选手们样样精通，药食配

伍如数家珍。最终经过激烈角逐，评选出团体一等奖、金

牌药膳指导奖、金牌药膳厨师奖等若干奖项。各参赛队

的创意药膳口感怡人，巧思与美味并行，呈现了“药”与

“膳”的完美搭配，令现场的评委们称赞不已。

展 望

中医药膳发展向“新”发力

“学的就是要干的，赛的就是要用的。”本次大赛

是省中医药管理局和省总工会首次联合主办的省级

中医药膳类技能大赛，不仅为中医专业技术人才提供

了广阔平台，还为饮食文化从业者拓宽了技能思路，

对促进“药”与“膳”领域的深度融合发展，推动全省职

工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大赛结束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代

表的药膳指导师杨东雨“复盘”了自己的比赛经历。

“在辨证施膳环节还是有些紧张，对患者的体质辨识

可以做得更好。”杨东雨说，通过参加大赛，认识了很多优

秀的药膳专业人才，未来将更好地把药膳与临床专病专

科相结合，给予患者针对性更强、更加有效的饮食指导。

据悉，该院的玫瑰五花糕、当归鸡药膳等多款药膳菜品都

运用到了临床，并计划逐步推出药膳产品线上点餐渠道，

以更好地服务于群众。

“中医药膳学对提高老百姓的健康养生具有重要意

义，专业中医师要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同时我们还有责

任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把药膳解读清楚，让药膳真正地走

进千家万户。”大赛评委、中华中医药学会药膳分会主任

委员宋鲁成认为，当前药膳推广在全国各地都处于刚起

步的阶段，把当地特色的、道地的、品质好的药膳产品推

广出去，对相关部门和餐饮企业来讲任重而道远。

近年来，我省坚持把发展中医药产业摆在突出位置，

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壮大产业发展规模，着力打造国家中

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生物产业基地、医药出口基地和

创制药物孵化基地，不断推动中医药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文化与味觉的精彩碰撞文化与味觉的精彩碰撞
——省首届中医药膳大赛综述

本报记者 张添怡 实习生 范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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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选用：猪脊骨 2000g、板栗

800g、黄精20g、胡萝卜100g、生姜10g。

制作方法：猪脊骨焯水备用，板栗

去皮煮熟备用，胡萝卜切块备用，生姜

少许，砂锅中倒入纯净水，随后放入焯

好的脊骨、生姜、板栗仁小火煲制，大

约九分熟后方入胡萝卜，煲熟后加入

盐、胡椒粉调味。

功效：健脾养胃，滋阴补髓，益肾

强骨。

适宜人群：老少皆宜，尤其适用于

脾虚导致的泄泻、反胃呕吐、以及肾精

不足导致的腰膝酸软、头晕、乏力者。

禁忌人群：食积、脘腹胀满痞闷者

慎用。

注意事项：黄精不与绿茶同用；板

栗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食用过多可

使血糖升高，故糖尿病患者应减少食用。

方解：猪脊骨中含有大量骨髓，味

甘，性微温，入肾精，具有滋补肾阴，填

精补髓的作用，可以用于治疗肾虚耳

鸣，腰膝酸软，遗精，贫血等。儿童经

常喝猪脊骨汤，能及时补充人体所必

需的骨胶原等物质，有助于骨骼的生

长发育。此外，猪脊骨还含有大量磷

酸钙、骨胶原、骨粘蛋白等，可为幼儿

和老人提供钙质。

板栗性甘、微咸、平，归脾、肾经，

具有益气健脾，补肾强筋，活血消肿，

止血之功效。用于脾虚泄泻，反胃呕

吐，脚膝酸软，跌打肿痛，吐血，衄血。

黄精又名野生姜、老虎姜、鸡头参。

性甘、平，归脾、肺、肾经，有润肺滋阴，补

脾益气的功效。用于肺胃阴虚所致之燥

咳、劳嗽久咳、肾精亏虚、腰膝酸软、头晕

等及肾精亏虚、阴液不足所致之消渴。

中寒泄泻，痰湿痞满气滞者禁服。

提示：本期药膳由长春中医药大

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治未病中心提

供，其功效解释权归该院所有。该院

治未病中心主任杨东雨提醒，食用药

膳因人而异，请谨遵医嘱服用。

（本报记者张添怡、实习生范洋整理）

龙骨固肾汤

本报讯（记者徐慕旗 实习生李欣洋）日

前，由东北三省一区科普场馆联盟主办、省

科技馆承办的2024年东北三省一区科普场

馆联盟工作会议暨科普行业交流研讨活动

在长春举办。会上，省科技馆接任东北三省

一区科普场馆联盟轮值主席馆，正式开启联

盟的“吉林时间”。

东北三省一区科普场馆联盟自2023

年成立以来，在推进现代科技馆体系建

设、加强区域科普场馆交流方面取得了实

效。目前，成员包括135座科普场馆及单

位，覆盖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成为

推动科普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省科协负责人表示，东北三省一区科

普场馆联盟为区域科普场馆发展、科学教

育融合提供了更大的交流平台，优质的科

教资源将不断在联盟汇聚，科普场馆也将

有更大的作为、更广阔的天地。未来，省

科协也将发挥组织优势，围绕科普资源

汇聚共享、科教人才队伍建设、科普活

动开发开展、高质量研学交流实践、科

技教师素质提升等重点工作助推联盟

发展。

活动邀请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

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

哲作了题为《变革时代的现代科技馆体系

建设》的报告，详细阐述了科技博物馆正

在迎接创新密集型智能社会的多重挑战

和机遇，以及如何通过交叉集成创新开辟

科学文化教育新境界。

推进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

长达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留下了

浩若繁星的文化瑰宝。而保存、记录、

传承这些瑰宝的技艺，则是留藏文明

的“匠人力量”。

在收藏了大量古籍善本、金石文

献等可移动文物的吉林大学图书馆

里，就有这样一群匠人，他们以妙手补

千年，代代传承的技艺，将一部部历经

岁月洗礼的残损古籍最大限度地修复

还原，让历史重现于世人面前。

今年55岁的张奇，是馆内目前最

资深的古籍修复师。从事相关工作

25 年来，他已参与修复古籍 100 多

部。对于古籍修复，张奇有着自己的

理解，他认为，古籍修复师的责任不仅

是修复古籍的损伤，更要在最大程度

恢复原貌的同时，保留原有的历史痕

迹和风貌。“修复是一个问病就诊的过

程，每件文物都有不同的修复方式，我

们就像是文物的医生，给它看病要对

症下药，然后让它延续生命。”张奇说。

最近，张奇正忙着修复从清代流

传下来损毁比较严重的孤本《王氏宗

谱》，这本古籍几乎没有完好的页面，

需要非常小心地翻开，每片掉落下的

碎片都要仔细进行标注，再在背面进

行修复，然后调配纸浆把缺失的地方

进行一一修补。

岁月流转、书缺有间，古籍修复师

能凭借一双妙手，让沉睡的历史再现

光彩，但这个过程中则充满了常人无

法想象的漫长和艰辛。

古籍修复师张华从事相关工作已

经10多年了。在古籍修复部里，她的

面前正放着一本清朝光绪年间的古

籍，泛黄的书页千疮百孔，老化和虫蛀

情况都十分严重。打开无影灯、拿起小刀和镊子……张华屏住呼吸，小

心查看眼前的“伤口”，一个个米粒大小的地方就需要她花费大量的精

力，但她的手却一如寻常的稳。“慢工才能出细活，一点儿也急不得。”张

华说。

清点、配纸、标页码、补洞、溜口、喷水、压平、折叶、剪齐、锤平、压

实、上纸捻、护页、封皮、打眼、定线、贴书签……古籍修复工序精细且复

杂，十几道工序下来，修复一本古籍短则几天，长则数月，看似烦闷的过

程，张华却甘之如饴。

“很多人觉得修复古籍是枯燥且机械的，但这其实也是一个需要动

脑筋的工作。”张华回忆，她印象最深的一次修复工作，是处理一本民国

二十年排印的《工段营造录》。这本书酸化非常严重，很多页已经是碎

片状态，她心疼得不知道怎么办好，只好向国家图书馆的老师求助。最

后在老师的建议下，她用薄绵纸从正面加固以后再分解，就像给骨折病

人打钢板一样，修复一页就需要花费两天时间。张华表示，想要做好古

籍修复，除了扎实的理论学习，最主要的是动手实践，因为每件古籍的

“病症”不一样，纸张情况也不一样，“总而言之，必须谨慎，想好了再动

手，尽量做到最少干预，避免对古籍造成再次伤害。”

吉林大学图书馆是省内少数几个开展古籍修复工作的单位之一，

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共收藏40余万册古籍文献，其中，古籍善本

6000部，121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吉大古籍修复工作岗位一直有人坚守，从

未间断，这在国内高校图书馆都是十分罕见的。目前，馆内共有3名专

职古籍修复师，均参加了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的古籍修复初级、高

级班培训，成为新时代古籍修复师中的佼佼者。为了加强修复人才队

伍的梯队建设，图书馆还先后派出两名馆员参加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举办的古籍修复专业培训班，他们也将成为吉大古籍修复的新生力量。

几十年来，吉大图书馆一直有计划地进行馆藏古籍破损调查，有针

对性地制定修复计划，优先针对利用率较高的东北地方文献进行修复，

经过努力，目前破损方志已基本修复完成。近十年，修复古籍约2万

页，并在古籍修复规范化管理和服务效益社会化方面进行了诸多尝试，

建立古籍修复档案，使古籍修复工作逐步向规范化、科学化发展。还与

吉林省方志馆建立横向修复项目，为其提供破损古籍的修复服务，使古

籍修复技艺走出校门，服务社会。

此外，古籍数字化已经列入吉大图书馆的重点工作。“我们正在积极

筹建‘智能纸质文物实验室’和‘中华传统文化教学体验基地’，进一步推

进古籍修复技艺的弘扬和发展。”古籍部主任王丽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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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毕雪 实习生范洋）近日，2024年中华骨髓库志愿服

务区域交流活动在延边州成功举办。本次交流活动受中国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委托，在省红十字会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由省

红十字会捐献服务中心、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红十字会联合举办。

本次活动旨在搭建沟通平台，着力提升区域内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服务水平，进一步推动红十字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专业化，充分

发挥志愿服务在红十字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在交流分享环节中，来自山西、山东、河南、辽宁、黑龙江和我省的

志愿者代表们分别就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探索志愿服务团队管理方

面进行了经验分享。随后，与会人员还围绕如何提高志愿服务组织水

平、如何让志愿者更有效地参与造血干细胞捐献和无偿献血等问题展

开了热烈讨论。

多角度、多层次的知识“干货”让与会人员不虚此行、收获良多。大

家纷纷表示，将继续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积极投身红

十字志愿服务，在推动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再立新

功、再创佳绩。

中华骨髓库志愿服务区域交流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张鹤 实习生王景川）近日，

长春理工大学东校区篮球场人头攒动，一场

以“五育润心 光耀青春”为主题的青春游园

会在这里举行，吸引了千余名师生参加，共同

感受着青春气息。活动结合“5·25”全国大学

生心理健康日，拉开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节

系列活动的序幕。

据介绍，青春游园会是长春理工大学

大学生心理健康节的品牌活动，共分为“以

德育心”“以智慧心”“以体强心”“以美润

心”“以劳健心”5个板块。

“以德育心”板块，学校积极推动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和法治观念的传播，提升学生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坚定学生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的信念；“依照我国《刑法》

规定，通过网络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

谤他人，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法学院的法

治大转盘前，同学们积极参与问答。

“以智慧心”板块，学校利用游园会的开

放性、融合性特点，开展具有学科特色的交流

活动，培养学生对科学的热爱。在光电工程

学院的场地，同学们被五彩斑斓的光世界吸

引，把自然界和日常生活当作天然的光学观

察室，感受光带来的无穷力量；在生命科学技

术学院现场，同学们在准备好的菌群培养液

上一抹，过几天就能观察到细菌生长过程。

文学院的活动场地上，同学们拿起弓箭，

通过传统的体育运动连结过去与现在。这一

“以体强心”板块，旨在引导同学们感受体育运

动带来的充实和愉悦，认识体育对于心理健康

的重要意义；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则以环保为

主题开展创意制作活动，一件件精美的创意作

品从同学们灵巧的双手中诞生，实现了从感受

美到创造美的蜕变，达到了“以美润心”的积极

作用。在机电工程学院的“能量充电站”里，同

学们通过精细化操作，感受机械制造的精妙，

把“以劳健心”的理念融入学习生活。

近年来，长春理工大学本着“用学生喜

欢的方式，办学生喜爱的活动”的理念，不

断打磨青春游园会的品质，让活动内涵“沉

下去”，形式“热起来”。

长春理工举办青春游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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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临江林区基层法院法官赵艾受聘为临江市花山镇中心小学

法治副校长，她以“未成年人预防性侵害”为主题为同学们举办了一次

法治讲座，引导学生们强化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念，预防违法犯罪行

为的发生。 蔡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