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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年轻人热衷三伏贴（灸）

昨日8时许，在市第二总医院
康复科，前来贴三伏贴的市民络
绎不绝，其中不乏年轻人。“最近
几天的人群中，20岁至 35岁的占
了 70%以上，主要是有胃病、过敏
性鼻炎、月经不调、体虚感冒等症
状的亚健康人群。”市二总院康复
科主任医师陈瑞华告诉记者，除
了老人、小孩等群体，许多年轻人
也加入了三伏天养生的行列。

“三伏贴一般以3年为一个疗
程，要连续做3年以上才能收到较
好效果。”今年26岁的小陈是第二
年来贴三伏贴，她告诉记者，第一
次做三伏贴是同事带着来的。“我
当时经期不规律导致痛经，同事
就推荐我试试三伏贴，印象里三
伏贴是老年人才会干的事，结果
上网一查，发现不少同龄人都在

贴三伏贴、做艾灸。”小陈说，起初
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后来直接
被“圈粉”。“三伏贴很方便，也不
影响上班，重点是真的有效果！”

31岁的白宇（化名）平日工作
压力大，三餐不规律，夏天必备西
瓜、啤酒、烧烤“三件套”，稍微一
熬夜，胃就“抗议”。医生在他的
背腹部选择了治疗胃肠道疾病的
穴位，贴上三伏贴，建议他结合艾
灸治疗，并叮嘱平时一定要养成
良好的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没
想到还有这么多讲究，看来贴了
三伏贴后也不能大意。”白宇说。

采访中，不时有市民根据前
一天的预约来贴三伏贴。“年轻人
爱上冬病夏治，与这几年冬季多
发流感、肺炎等流行病有关。此
外，新冠疫情后，年轻人压力大，
身体抵抗力差，成为一些疾病的
好发人群。梅雨季后，人体内湿
气加重，进入三伏天后，通过三伏

贴（灸）治疗，可以增强免疫力、改
善体质，从而预防疾病复发或降
低复发频率。”陈瑞华分析说。

如果有市民没赶上在头伏进
行三伏贴，还能继续做吗？“当然
可以。”陈瑞华表示，三伏贴（灸）
不一定非要在三伏当天进行，市
民可以灵活安排，间隔 7 天到 10
天都是可以的。需要注意的是，
三伏贴（灸）并非人人都适合。接
受治疗前，要先找医生辨体质，如
果属于湿热、阴虚型的体质就不
适合。

走访：
“养生经济”蓬勃发展

眼下，喝中药酸梅汤、学习八
段锦、钻研经络梳等，成了年轻人
社交圈里养生消费的新事物。

市中医院研制的夏日必备乌
梅养肝茶，今年夏天被市民抢着

“尝鲜”，体验一把“舌尖上的中
医”。市中医院药学部主管中药
师刘玉凤介绍，此款乌梅养肝茶
有金线莲、乌梅、陈皮、桑椹、太子
参等，该方在传统乌梅汤的基础
上增加了金线莲、桑椹、太子参等
滋补肝肾、益气健脾的中药，使全
方清热养肝、补肾健脾。不过，孕
妇及女性经期慎用，胃酸过多、脾
胃虚寒、腹泻的人群也不宜服用。

无独有偶，在连江县中医院
共享中药房，一杯 5元的酸梅汤，
购买者络绎不绝。除了酸梅汤
外，该院还推出了降压茶、降糖
茶、疏肝解郁茶等中草药养生茶
饮，获得不少拥趸。

记者在市中医院采访时，碰
到前来就诊的 28岁林女士。“‘脆
皮’年轻人说的就是我，一边熬最
晚的夜，一边敷最贵的面膜。”林
女士笑着告诉记者，她平常工作
忙，压力大，晚睡早起，睡眠还不
好。“希望医生开一些药膳调理身
体。药膳好吃，效果也不错，比喝
中药更容易坚持。”她说。

与林女士想法类似的人不在

少数。据市中医院统计，近年来，
药膳配方的销售数量逐年递增，
经治病人的数量也在逐年递增。

据悉，市中医院中药临方炮
制获批市第四批非遗项目，扩展
应用是中药临方炮制特色技术传
承与创新内容之一，这意味着中
药也能成为零食。

“真没想到，我们的中医药文
化不仅博大精深，而且越来越接
地气了！”在中医药文化节上，品
尝了醇香的九蒸九晒桑葚、甘甜
的桑叶菊花蒸枸杞等后，“95后”
小刘坦言，打破了他以往对中药
苦涩、难闻的传统印象。

中药养生消费方兴未艾，但
“是药三分毒”，刘玉凤提醒，中药
茶和中药零食以中药为材料，应
辨证饮用。不同的中药茶和中药
零食有不同的功效和适用人群，
食用前应了解自身身体状况和需
求。此外，某些中药茶可能不适
合每天饮用，应遵医嘱。

年轻人关注养生的同时，中
医文化也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所
接受。“00后”倩倩在福州一家传
媒公司上班，自小体弱多病的她
早早就关注养生，最近她钻研起
了经络梳。“别看这个小木梳只有
五个齿，按摩不同的部位效果都
不一样。从头顶开百会穴再梳两
侧膀胱经，工作间隙花个几分钟
按摩下，整个人立马神清气爽。”
小刘说，“坚持养生这么多年，收
到同事们的正向反馈后，我就特
别想分享自己的经历，大家一起
来养生。”

观察：
中医药文化日益普及推广

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公告，将
党参、肉苁蓉等9种物质纳入按照
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
目录，药食同源理念引发热议。

作为药食同源的典型代表，
酸梅汤近年来颇受年轻人追捧。

“酸梅汤也称乌梅汤，是中国自古
以来经典的中药饮品，其主料、辅
料基本都是药食同源的中药。传
统中医认为‘酸甘化阴’，意指酸
味与甘味食材配伍应用，能生津
补液、滋阴养血。但饮用酸梅汤，
还需找医生辨证使用，不是人人
都适合。”市中医院药学部主任、
主任中药师潘鸿贞表示，酸梅汤
受到大众欢迎，体现了中国传统
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融合发展，也
说明重视健康及养生已成为当代
年轻人生活的标签，这对于中医
药发展很有启示意义。“爱中医、
信中医、用中医，正在年轻群体中
成为热潮。”潘鸿贞说。

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三十余年
的陈瑞华，在针灸治疗、中医诊
疗、中医调理等方面有着丰富的
经验。她发现，近些年越来越多
年轻面孔走进中医诊室。“年轻群
体越来越看重通过长期调养实现
标本兼治，这也说明中医药文化
的魅力正在显现。”她说。

记者发现，年轻人爱上中医
养生，还与近年来的政策引导分
不开。2008年，中医养生经国务
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党的二十大报告
也提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

记者从市卫健委获悉，2023
年底，我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乡镇卫生院实现了中医馆建设全
覆盖，提供较高质量的中医药服
务。其中，100%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超 93%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
6类以上中医药技术方法，让年轻
人触手可及。

“为了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简、便、验、廉’的中医药
特色服务，我们树立品牌，开展市
级精品中医馆建设，并按照‘一馆
一特色’探索基层中医馆特色诊
疗服务。”市卫健委中医处有关负
责人介绍，我市已建设省级精品
中医馆 11家、市级精品中医馆 16
家，开展内涵提升的基层中医馆
15家，台江上海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还在全省率先开设中医专
科护理门诊。

不仅如此，近年来，福州致力
于传承中医药文化和壮大中医药
人才队伍，《福州市基层中医药服
务能力提升工程“十四五”行动计
划》明确，进一步加大“十四五”期
间对中医药发展的支持力度，提
出 1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
镇卫生院的中医馆完成服务内涵
建设的要求，持续提升基层中医
药服务能力。

“年轻人对中医药的接受度
越来越高，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我们将深入推动‘共享中药房及
中药配送服务’项目建设，以各级
中医院为核心，联通基层医疗机
构，构建良性循环的中药药事服
务体系，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
质优、安全的中医药服务。”上述
负责人说。

“一年养阳看春夏，春夏
养阳看三伏”，进入三伏天，意
味着冬病夏治的最佳时机来
临。火爆的三伏贴（灸）开启了
预约抢号模式，同时，中草药养
生茶饮热销，共享中药房的中
药酸梅汤也供不应求……

“用最贵的眼霜熬最深的
夜。”网友的一句调侃，成了年
轻人“边脆皮边养生”的写照。
这些年，冬病夏治的市民越来
越多，除了老人、小孩等群体，
年轻人也开始关注养生，中医
药文化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接
受、喜爱。作为我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正在
以另一种方式被看见。

可以看到，时下比天气更
热的，是年轻群体的养生保健
热。

我市打造
90个工会健康驿站
提供中医问诊、理疗等服务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17日中午，福建
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职工服务 e站里，一
场养身保健操“八段锦”活动正在开展。据
了解，每周三中午这里都有健康管理师为病
人、医院职工等传授“八段锦”。

据市总工会权益部负责人介绍，我市工
会已在全市布点建成450个职工服务e站，全
部投放了便民医药箱。其中，因地制宜打造
的90个工会健康驿站提供防暑中药、健康体
检、心理讲座、科普宣传等健康服务。

作为 24小时开放的职工服务 e站，孟超
肝胆医院职工服务 e站配备了桌椅、饮水机、
养生茶饮等。驿站内投放“敬老卡”，开通

“长者热线”，可为老年人提供预约就诊服
务。自今年 4月开通以来，“长者热线”已完
成50多次电话预约，实现陪诊服务11人次。

记者还了解到，市总工会通过购买健康
管家服务，在 5个对健康服务需求量较大的
职工服务 e站定点定期定时提供中医问诊、
心理舒压、健康理疗等服务。自去年以来已
开展活动100多场，惠及近万人次职工。

青睐三伏贴，热捧酸梅汤，钻研保健法——

当年轻人爱上中医养生
本报记者 林文婧 谢星星 通讯员 朱玉 陈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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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花海公园职工服务市花海公园职工服务ee站为职工群站为职工群
众提供中医理疗服务众提供中医理疗服务。（。（市总工会供图市总工会供图））

市二总院与晋安长乐福清
开展“院府合作”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通讯员 朱玉）昨
日，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与晋安区政府、长乐区
政府、福清市政府医疗资源融合发展共建协
议签约暨医疗联合体单位授牌仪式在市二总
院举行，此举将助力构建以市带县区、县乡村
贯通的系统连续诊疗格局，推动优质医疗资
源扩容下沉、均衡布局。

据了解，重塑整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
当前深化医改重点工作之一。此番与晋安
区、长乐区、福清市共建，是市二总院与仓山
区、罗源县开展“院府合作”后的又一大动
作。记者从签约仪式上了解到，市二总院将
以共建协议为遵循，在学科建设、运营管理、
医疗质量管控、人才培养等方面与相关医疗
机构进行深化协作，同心同向、凝聚合力，实
现互学互促同提升、共享共谋齐发展。

具体而言，市二总院将在建章立制、运营
管理、医技质控等方面对共建方相关医疗机
构提供技术指导，并采取“院帮院”“院包科”

“名医工作室”“专科联盟”“联合病房”等方式
输出先进技术、中医药适宜技术、新项目、新
疗法。根据共建单位相关医疗机构的需求，
市二总院将通过专家门诊、手术会诊、业务查
房、手术示教、病例讨论、专题讲座等形式，定
期派出专家团队至医疗机构开展诊疗。同
时，市二总院将预留一定门诊号源、病床给共
建方医疗机构，优先接收共建方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转诊的、超出诊疗能力的患者，同时优
先将康（恢）复期患者转诊至共建方所属的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等。

“此次签约是深化医改工作的一项具体
行动，是实现‘政府搭台、医院唱戏、群众感
受’的重要举措。”市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加强医疗资源融合发展是构建全周期、系统
连续的医疗服务体系的有力抓手，是深化集
团化办医改革、建设市县总医院的工作延续，
各项举措都要有利于人民健康，都要让群众
受益，让群众有感。

现场，市二总院还为90家基层医联体成
员单位授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