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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先生，是清末民国初年的资深中医
中药学者，也是民国期间文字记载中世界上
最长寿的老人之一。当时的国外很多媒体
都做了详细的介绍。据民国时期文字记载，
他是世界上极罕见的长寿老中医。

近日，福建医学专家通过对李老先生的
传世遗著进行研究，终于从他的遗方中，发

现了他独特的养生方法！
李老中医认为：“肾生元气，能上通下达

活血通络，抵抗外邪。肝能解毒，在净血顺
气的同时，能分泌多种生物酶，保持各个脏
器的正常运转。”肾和肝两大系统，就像人体
健康的两大防御墙，一个对外，一个防内，依
靠强大的自我防御和修复功能，使人健健康
康不得病。因此，中医凡治大病重病，必先

“滋补肝肾”。
但是现代人长期压力大、加班熬夜、过

度劳累对肾的伤害；或者饮食不节、药物毒
素、烟酒过度、生活压力等对肝的伤害，使八

成以上的中老年人都会出现未老先衰百病
缠身。主要原因，就是肝肾病损，不能扶正
而固本。

长寿老中医所总结的“平补肝肾”的养
生疗法，在多年实践中得以印证，使他活到
了百岁的高龄。因为效果奇特，国家权威部
门针对这一长寿奇迹，也在国内多家医疗机
构进行效果测试。结果证实：“平补肝肾”疗
法，不仅对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脑中风
后遗症等大病重病都有辅助治疗作用。尤
其对体弱多病、精力疲惫、浑身无力、气短胸
闷、免疫力低下等现象，能有非常明显的改

善作用。这一疗法，可以有效促进大病变
小，小病变好，有助于年老体弱者变得神采
奕奕，面色红润，并为此疗法赞不绝口！

目前这一“平补肝肾”的养生疗法已被
推出成为多种心脑血管大病重病的防治策
略，更有大量实用的中医验方偏方，实为中
老年人不可多得的长寿养生宝典。为了实
现李老“仁爱天下”之医德夙愿，特此推出，
在全国免费申领。

免费申领电话

400-855-0100

几乎所有中国的孩子都会唱那
一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
孩子像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然而，在湖南省邵阳县竟有一
个“无妈乡”！

这个名叫黄荆乡的地方，仅义
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中就有132个
孩子处于“失母”状态——除了母亲
正常死亡，其中有116个孩子的母亲
因为逃婚或改嫁离开了他们。

这些“无妈”的孩子，身上的故
事大同小异：在他们还很小的时候，
妈妈就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
他们中很多人几乎已经记不得妈妈
的样子，或者根本就没有印象。他
们想找，却不知道妈妈在哪里。

“妈妈”，这句世界上最温暖的
称呼，在他们的世界里，成了一种不
愿碰触的禁忌……

今年暑期，新华社发起“关心留
守女童”公益报道行动，记者走进了
这个“无妈乡”，去看看这里留守女
童们的生活。

妈妈——两公里的距
离，却似远在天边

站在一座上世纪80年代修筑
的房前，7岁的黄春花乍一看像个
男孩，皮肤黝黑，身上的衣服脏兮
兮，剪着一头短发。春花的生活环
境，更可以用“一塌糊涂”来形容：门
口杂乱堆放着喂猪、喂鸡的饲料桶
或盆，地面被杂草或动物的粪便占
领，难有一块落脚的干净地。

一般，春花和妹妹一天只吃两
顿饭。做饭的地方，是一个直接在
地上挖个坑、架几块砖头垒砌的土
灶；吃饭的地方，是一个堆满了未洗
的碗筷的小方桌。至于写作业的地
方，没有。

春花大约2岁的时候，妹妹桂
花才几个月大，妈妈就离家出走了，
从此再也没见过面。如今，爸爸常
年在外面打工，一两年才回来一次，
姐妹俩跟着奶奶生活。奶奶腿脚不
便，仅能保证孩子有口饭吃。记者
刚到她家时，奶奶不知道姐妹俩去
了哪儿，问了路边的小孩才知道，春
花带着妹妹在水塘边玩。

离开妈妈5年了，其实春花清
楚地知道，外婆家就在她家不到2
公里远的地方，甚至有时候村里赶
集，她会碰到外婆，外婆还总会摸摸
她的脑袋。

然而，在春花小小的心里，她恨
妈妈，也因此不愿搭理外婆。

她也听很多人说过，妈妈在外
面打工，有时候还会回到家乡。每
每那时，村落里就有人告诉她“春
花，你的妈妈月琴回来了”，她就跑
回家告诉奶奶“月琴回来了”。可

是，这么多年，春花从来没提过要去
看看妈妈，她的妈妈也从来没有来
看过她。

2公里的距离，让春花姐妹俩
的妈妈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

妈妈——日思夜想的
词语，却不愿听别人提起

14岁的张娜（化名），已经12年
没有见过妈妈了。

“小时候，只要看到别的孩子有
妈妈抱着，心里就难过得受不了。
那个时候会恨妈妈，可是现在慢慢
地开始理解她了，她肯定有自己的
苦衷吧。”张娜显得挺懂事。

张娜的班主任老师告诉记者，
她是一个极度缺乏爱的孩子，“写的
日记、作文，很多内容都是渴望亲情
的”。

张娜的奶奶抱怨说，自己的儿
子不孝顺，几乎从来没有担负起家
庭的责任，“出去很多年都不回来，
连个电话都不打”。

几年前，张娜的爸爸带回来一
个后妈，一度让这个渴望母爱的女
孩高兴又害怕。“以为她可以当我的
妈妈”，张娜说，可事情并不是这样，

“后妈对我很冷淡”。
以前，张娜还会主动打电话给

爸爸，比如自己生日的时候问爸爸
能不能回来，可惜，爸爸总是以“没
时间”推托。“他根本就不关心我”，
她说，这么多年，也记不得爸爸有过
什么“爱”的表示。

母爱的缺失，让张娜无时无刻
不受影响。“同学们在一起玩，只要

有人说起妈妈，我就会默默地走开，
不想听。”她说。

今年夏天，张娜初中毕业，在县
城里找了一家学费最便宜的中专职
业学校去上学。记者问她有没有想
过去找妈妈，她低着头想了很久，没
有回答，默默流了眼泪。

妈妈——你一生病，
我就成了“孤儿”

7岁的刘娜，可以拿着她和妈
妈的唯一合影，一言不发地注视一
个小时。

这张照片，是两年前拍的，画面
中母女俩显得格外亲切。尽管已经
过了塑，但照片边角还是翘了皮、有
了磨损。

“时不时就拿出来，偷偷地看，
我有时说她两句，她就把照片藏起
来，怕我不给她。”刘娜的奶奶说。

7年前，妈妈生了刘娜后得了
产后抑郁症，精神状况越来越差，一
年要发作好几次。“发作的时候，什
么都不知道，出去乱跑。但知道疼
爱孩子。”奶奶说，刘娜发烧了，妈妈
带着她上医院打点滴，一家一家连
续地打，一遍一遍地量体温，“我们
回家一看，家里有上百只温度计。
因为脑袋不清楚，买了她又忘了，又
出去买一支。”

但发病的时候，由妈妈照顾刘
娜又非常危险。

母亲的疾病最终导致了家庭破
裂，刘娜的父母两年前离了婚。离
婚前，父母在福建打工一直把刘娜
带在身边，离婚后，刘娜被判给父亲

抚养，被带回老家由爷爷奶奶抚养，
这个乖巧的小女孩就成了留守儿
童。

遗憾的是，刘娜被带回老家之
后，她的爸爸又出去打工，结果一走
就没了音讯，两年来连爷爷奶奶都
不知道他的消息。一转眼，刘娜成
了一名“事实孤儿”。

暑假了，周围不少孩子都去父
母打工的地方，可是刘娜只能待在
家里。有时候，她问奶奶：“妈妈什
么时候能回来看我呢？”奶奶只能偷
偷地抹眼泪。

问刘娜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她
说：“妈妈你回来吧，我会赚钱，我会
照顾你。”

穷不是妈妈逃离的唯
一原因

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的闻名，
跟一群妈妈出走的孩子有关。

对于黄荆乡“失母”现象的产
生，人们普遍把根源归结于一点：当
地的贫困是孩子失去母亲的一个重
要原因，母爱的本能被贫困击溃。

然而，记者近日走进“无妈乡”
才发现，驱使母亲出走的，绝不仅仅
是贫困那么简单；该承担责任的，也
绝不仅仅是那些母亲……

贫穷之外，家庭暴力是她们不
得不逃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正上小学五年级的“失母儿童”
志明伤心地告诉记者，妈妈在家的
时候，经常被爸爸“狠狠地揍”。7
年前的一天，妈妈不小心打破一个
碗，爸爸暴跳如雷，操起一根木棒从

后背朝妈妈砸下去，妈妈倒在地上
半天动弹不得，6岁的他去扶妈妈，
妈妈抱着他不敢哭出声，没过多久，
妈妈就走了。

让记者震惊的是，小贵、阿森等
多个“失母儿童”都说，妈妈在时，爸
爸经常打妈妈，一点小事就打，看不
顺眼也打。妈妈走了，爸爸的拳脚
施展到了他们身上。

“失母儿童”大多有个一门心思
等靠要懒父亲

记者先后来到五年级学生张理
的两个家。一个是他过去的家——
一间快要倒塌、不足6平方米的矮
小房子。不远处是他们的新家，三
小间房子，记者不禁对他的父亲生
出敬意。

张理的爸爸错把记者当成了扶
贫干部，追着问：“政府什么时候发
点款？”

知情者悄悄告诉记者，新房是
政府解决一万元危房改造款、当地
团市委和市文联扶持2.8万元帮他
们盖起来的。房子盖好了，张理的
爸爸说没钱装门，好心人捐了门，他
又说没钱买水泥。

不少出走的妈妈是被人贩子卖
到黄荆乡的

据介绍，由于贫困，黄荆乡不少
男子只能通过人贩子从云南、贵州、
广西等更贫穷的地方“买”妻子。小
贵的妈妈是他爸爸花3000元买来
的，军军的妈妈先后被卖过几次。
这些女子被娶回来后，由于忍受不
了贫困等原因，又纷纷“狠心”抛下
孩子出走。

（新华）

妈妈都去哪儿了？
湖南邵阳现“无妈乡”，132个孩子“失母”

在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刘娜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心愿
“妈妈您快回来，我长大了会照顾您”(7月28日摄)。刘娜手
里拿着妈妈和自己的合影仔细端详(7月28日摄)。（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