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5月 13日，自治区文明行业创建
暨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在中卫市沙坡头景区启动。现场，
主办方为获得国家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全国青年文明号、
自治区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荣誉的单位和集体颁发了奖牌、
证书，为文明督导员优秀案例、导游文明引导短视频优秀案
例获得者颁发了获奖证书，为五市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总队进
行了授旗。

第二批文明旅游示范单位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分
享了创建经验，银川市文化旅游志愿服务总队、宁夏旅游协
会、文明旅游志愿者代表分别向全社会发出文明旅游倡议，
号召大家争做文明旅游的推进者、引领者、传播者和践行者。

全区文化和旅游市场正在稳步复苏、加速回暖，维护市
场秩序、强化文明建设的需求更加迫切，需要努力构建政府
主导、行业自律、企业负责、游客响应、媒体监督、公益组织参
与的文明行业齐抓共管的新格局。开展旅游服务质量提升，
更好地迎接宁夏旅游市场的持续升温，以高质量旅游服务供
给引领和创造更多新需求，让广大游客充分感受到旅游生活
体验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自治区文明行业创建暨
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陈治学） 5月 13日至 21日，第十一届中
国·宁夏宝玉石、奇石观赏节在宁夏地质博物馆举办。

中国·宁夏宝玉石、奇石观赏节已成功举办了十届，本届
观赏节由以往的室内展，拓展到了室内外相结合，并增加了
观赏石精品展等项目。展出期间，来自宁夏本地，以及内蒙
古、新疆、河南、河北、广西、山东等全国各地的展商，带来品
类丰富的戈壁石、水石、泥石、肉石、泰山石等观赏石，展现全
国各地独有的地质和奇石文化。另外还有二十个大类、三百
个品种、两万多款矿物晶体、翡翠、和田玉、岫玉、珍珠、玛瑙、
琥珀、蜜蜡、碧玺等珠宝玉石宝石都将精彩亮相，供行家、玩
家和广大市民“淘宝”。

本次节会还邀请了宁夏权威的宝玉石鉴定及奇石专家，
分享专业的宝玉石鉴定、购买、玉石修复保养和奇石鉴赏等
知识，为市民提供优质、专业的宝玉石科普、品鉴、交流、鉴定
服务。节会期间还将举行“地球华彩”地质与宝石研学活动、
首开珠宝淘宝夜市，举办“文脉一心”宝玉石鉴定与赏石国学
主题讲座，设置多项可供参与的互动活动，推广和宣传地学
知识和宁夏地质文化，为市民打造一个可看可赏、可学可玩
的科普盛会。

第十一届中国·宁夏宝玉石、奇石观赏节开幕

本报讯 5月13日上午，由宁夏书法家协会、宁夏回族自治
区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中
医药典籍名言、名句全区书法作品展览在银川美术馆开幕。

此次展览为期 5天，近 200幅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样，
既有来自宁夏书法名家的特邀精品之作，也有来自社会各界
书法爱好者的广泛征稿，其中还不乏年轻大学生群体参与。
创作者们以书法艺术为载体，将传统书法艺术与中医药文化
紧密结合，对《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中医
药经典著作选录，以及历代中医药文化相关诗词、名言、名句
等进行了艺术呈现，中医药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吸引
了众多书法爱好者驻足观赏。 （纳紫璇）

“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中医药典籍
名言、名句全区书法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日前，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
办的 2023年银川市第 20届“湖城之夏·广场文化季”暨 2023
年文化馆服务宣传月活动在玉皇阁广场启动。

启动仪式上，演出内容精彩纷呈，各具特色，有舞蹈、独唱、
配乐诗朗诵、杂技等，精彩纷呈的节目吸引了众多群众前来观看。

据了解，“湖城之夏·广场文化季”系列活动自2004年起已连
续举办了20年，通过政府搭台、百姓唱戏的形式，引导广大市民
参与其中、乐在其中、受益其中，最大限度满足广大群众多样化、
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2023年银川市第二十届湖城之夏·广场文化季玉皇阁广
场文艺演出将继续坚持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创新推出更多
群众喜闻乐见、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文艺精品，为广大市民
奉上一台台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不断丰富和满足群众精神
文化需求，使更多老百姓在家门口乐享文化大餐。

银川市第20届“湖城之夏·广场文化季”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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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余年来，马氏济慈
堂始终秉持“济世救人 慈
善精诚”的家训防治疾病、
传承医道。历经 8 代，马氏
济慈堂传承人探索积淀了
一套独特的医学思维方式、
疾病治疗方法、中药炮制技
艺，以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医
健康养生诊疗方法在宁夏
及西北地区患者中积累了
卓著声誉。

2020 年，马氏济慈堂的
生育药剂制作技艺入选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日
前，记者来到银川马氏济慈
堂医院，与马氏济慈堂第七
代传承人马颂华共同探寻中
华传统中医药的精妙。

在银川马氏济慈堂医院中，陈
列着诸多中药制作用具。在马颂华
的介绍下，马氏济慈堂生育药剂制
作技艺也揭开了神秘面纱。

“以传统手法和工艺制作中成
药来配合临证施治是马氏济慈堂的
一大特色。”据马氏济慈堂先辈的手
抄残卷记载，“观理者，必观之于未
有形之先，观形者又必逐象求之”。
这种独特的医学思维指导着马氏优
生药物的制作技艺，因此历代传承
人均掌握丸、散、膏、丹制作工艺与
技术。蜜丸在制作时，要按照配方
将药材经炮制、碾研、滤筛等工序制
成药粉。再文火煮沸，熬至泡沫尽
散。然后将药粉与蜜约以 6：4的比
例混合搅拌成细小团状，揉和成 180
克重的柔软药团（9克丸），再用搓药
板搓擀成与制丸模等长且均匀的圆
形条状，放入模具，轻搓、滚、切，制
成光亮均匀的药丸。“搓滚力度、技
巧都是关键。”马颂华说。

目前，马氏济慈堂用到的传统
自制药有“参茸生精丸”“促孕丸”

“化积散”等丸散和“温经祛瘀袋”、
妇科纳入药“玉泽散”等外用药。
马颂华说，古老的药物制作技艺一
度面临着失传的危险，如丸药蜡壳
密封技艺因受到现代包装工艺的冲
击，传承与发展迫在眉睫。

马氏济慈堂的第八代传承人
马骥、韩韬表示，他们将努力让毕
生所学结合非遗技艺发挥作用，这
标志着马氏济慈堂整体医学知识
体系日臻完善及传承与发展也进
入了新篇章。

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马颂华：

善待生命施仁术 杏林佳话传百年
本报记者 束 蓉 文/图

“病向浅中医，你把舌头伸
出来我看看。”在宽敞整洁的银
川马氏济慈医院中医诊室内，
马颂华轻言细语间，为患者望闻
问切，随后写下药方。虽已年逾
七旬，但马颂华精神矍铄，言谈
逻辑清晰，言语柔缓。

“每个人的生命都应得到珍
视。”马氏济慈堂疾病治疗观的
主旨在于用仁心，施仁术；望有
形，查无形。马颂华解释，“病之
始也，极微极精。”早期症状是识
病的切入点、治病的突破口，也
是济慈堂辨证论治的契机之所
在。因此，中医治病救人是防患
未然，在病情还未扩散时进行治
疗，从而达到治未病的疗效。

1948年，马颂华出身于中医
世家，在父亲的引导下，自幼爱好
中医药，常参与中药炮制、制剂，
立志求学深造。1970年，马颂华
跟随父亲行医，并在父亲的教导
下 阅 读 大 量 各 类 医 学 书 籍 。
1979 年他参加卫生部在全国的
招考并获得中医师资格，随后就

职于青铜峡市峡口中心卫生
院。后考入陕西中医学院继续
学习中医专业。1983 年经青铜
峡市卫生局批准，马颂华与同为
学医的妻子韩玉梅共同开办济
慈堂诊所。

马颂华从医以来，始终坚持
父训，博览群书，尤其爱好钻研
古今医籍。每年教师节等节日，
都会组织济慈堂的医务人员开
展义诊，服务更多患者。在继承
吸收前辈秘验方和医学思想的
基础之上，马颂华系统整理了
《马氏济慈堂整体医学知识体
系》，创制“有形无形并存的生命
观；“动态静态一体”的识病观；

“器质功能兼顾”的治疗观。在
疑难病、不孕症及各种慢性病、
不明原因的病症和癌症早期异
常体质的调理防治方面有一定
心得和建树。坐诊40年间，马颂华
以仁心仁术博得患者口碑，“马
氏济慈堂”成为西北地区知名的
老字号疑难病、不明原因病症、
不孕症治疗专科医院。

马颂华翻看医学典籍。

胸怀敬畏 善待生命

马颂华坐堂诊疗。

1810年，颇通医药的古灵州
人牛成功在金积堡（现吴忠市金
积镇）开设济慈堂中药铺，经常
施粥赊药，救济穷人。1817 年，
他举家迁往今黑龙江省齐齐哈
尔市，后由其子孙将济慈堂开
设于齐齐哈尔和灵州两地，逐
步发展起来。同治年间，战火
纷起，济慈堂也毁于一旦。第
四代传承人牛金全只身漂泊外
地，负笈行医。其子自幼喜读
医籍，在遭遇母亲去世、父亲出
走后的家庭重创后，被姑祖父
马学仁收养，遂更名马楫，并于
民国初年在金积堡重开济慈堂
药铺。 1951 年，第六代传人马
继嗣在金积县鸿乐府开设济慈
堂诊所，因医术独到，声名远
扬。在各级政府的关怀下，济
慈堂逐步发展起来，第七代传
承人马颂华在前辈的基础上，
继承并创新了马氏济慈堂独特

的整体医学知识体系及中药制
剂技艺。马颂华说，进入了新
时代，济慈堂也迎来了更好的
发展。第八代传承人马骥、韩
韬等不仅在高等学府深造，还
获得临床医学、中医学双学士
学位，扩大了济慈堂的规模，是
马氏济慈堂承前启后的中坚力
量。第九代传承人马清浦是零
零后，他于 2021 年考入北京中
医药大学岐黄学院（九年制硕
博连读），爱好中医，是弘扬中
华传统中医学的后起之秀。

如今，马氏济慈堂经八代
传人悉心经营，不仅拥有一支
高素质的医学团队，而且十分
重视祖传医学知识体系、经验
秘方及药物研制技艺，并对其
进行整理和归纳，使这套技艺
后继有人，发扬光大，为中华
传统中医药学发展作出一定
贡献。

独特技艺 妙手回春

薪火相传 守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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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2 日，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举行的“茶和天下·雅集”系列活动走进社区活动
上，克赖斯特彻奇市议员维多利亚（左）品尝中国茶。 新华社发

5月 12日至 13日，由惠灵顿中国文化中
心联合甘肃文旅厅共同举办的“茶和天下·
雅集”系列活动走进路易·艾黎的故乡新西
兰南岛克赖斯特彻奇的社区、学校。来自路
易·艾黎第二故乡——中国甘肃的茶艺、古
琴、敦煌舞蹈给新西兰观众带去了中国茶文
化的博大精深、古乐器的唯美意境和古典舞
的优雅柔美。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1927年
起在华工作生活 60 年，与中国人民风雨同
舟，是工业合作社运动发起者，甘肃山丹培
黎学校创办者，将毕生献给中国民族独立和
国家建设事业，为中国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
友谊之桥。

12日傍晚，新西兰南岛克赖斯特彻奇霍

尔斯韦尔社区图书馆的多功能厅座无虚
席。优美的古琴声中，来自甘肃的中国茶艺
师进行茶艺展示，展现中国茶文化的源远流
长和博大精深。台下近百名观众看得聚精
会神，用心体会着茶香悠悠。

现场欣赏茶艺的克赖斯特彻奇市民
马特·麦肯纳是中国文化的“忠实粉丝”。他
说，这次活动让他了解到中国茶道的丰富和
精深，这与中国传统观念中“分享”“友谊”

“和平”“和谐”和“天人合一”等很多理念相
联系。“大自然和茶道将这么多种类的茶和
如此多的健康益处融为一体，令人惊叹！”他
还说，茶道提醒我们在人际交往中要对彼此
有耐心，与朋友坐下来喝杯简单的茶就可以
丰富我们的世界和生活，还让我们更接近大
自然。

活动主办方代表惠灵顿中国文化中心
副主任刘劲柳表示，茶拥有上千年的历史，

与茶相关的社会交流和习俗在中国甚至在
亚洲一直延续至今，对社会生活和文化有重
大影响。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
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9年联合国
大会就将 5月 21日定为国际茶日。

刘劲柳说，甘肃有无数与茶相关的文化
遗迹和动人故事。本次活动结合了中国茶
文化的精华和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歌舞
表演，为大家带来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方位
体验。

13日，在“茶和天下·雅集”系列活动走
进路易·艾黎中文学校活动上，中国驻克赖
斯特彻奇总领事何颖说，甘肃是路易·艾黎
工作生活多年的地方，希望他的智慧、勇气、
执着、坚毅继续激励中新青年人为两国友好
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

5 月 13 日，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举行的
“茶和天下·雅集”系列活动走进路易·艾黎中文
学校活动上，当地市民品尝中国茶。新华社发

5 月 13 日，驼峰（长城）文物保护队员娜仁图雅（左）和乌
仁其其格在巡查阿拉善左旗一处烽火台遗址。

内蒙古阿拉善盟地域辽阔，文物古迹点多面广，仅在阿
拉善左旗境内就有 403 处不可移动文物点。为了进一步保护
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2015 年，阿拉善左旗 8 个苏木的 41 名
牧民自发成立了驼峰（长城）文物保护队，队员们徒步或骑摩
托车、骆驼到汽车难以到达的沙漠戈壁深处，巡查沙漠、戈壁
地区重点文物古迹。

目前，该文物保护队已发展至 44 名队员，其中有 3 名国
家级保护员。2021 年，驼峰（长城）文物保护队被国家文物局
评选为“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