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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4岁的叶县仙台镇韩庄寺
村村民韩翠甫，醉心红色收藏数十
年，藏品上万件。今年7月1日，他拿
出自己的红色藏品在村里办起了纪
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现在的幸福
生活是老一辈人用鲜血换来的，历史
不能忘记。我收藏这些老物件，就是
想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记忆，让他们
把红色文化传承下去。”韩翠甫说。

收集红色物品上万件

抗日战争时期的红缨枪、冲锋
号、军铲，革命战争年代的手榴弹夹、
油灯、棉军大衣，还有党的一大、二
大、南昌起义等资料，毛主席著作、像
章、照片、画像、纪念章及抗美援朝相
关报纸、图片等，以及改革开放、脱贫
攻坚相关内容的报纸资料……7月27
日下午，走进叶县仙台镇韩庄寺村纪
念馆，只见各类藏品琳琅满目，参观
者被深深地吸引了。

“这种筷笼现在已经很难找到
了，这件土窑烧制的陶瓷，是红军胜
利会师的纪念品。”韩翠甫如数家珍
地为大家讲述着每件藏品背后的故
事。馆内上万件藏品都有各自的“档
案”，每件物品的名称、用途、历史故
事及收藏时间等一目了然。这都是
韩翠甫精心制作的，他不仅醉心收
藏，还喜欢研究红色文化。每件藏品
涉及的历史、文化知识，他张口就来，
侃侃而谈。

大家驻足凝视着一件件充满历
史沧桑的老物件，听着韩翠甫的讲
述，不时发出声声感慨。

自小就有红色情结

韩翠甫是一位地地

道道的农民，为何痴迷红色收藏？
“我父亲 1946年参加解放军，我

舅舅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从
小，我就喜欢听父亲、舅舅讲战斗故
事。”韩翠甫笑呵呵地说，“我是军人
后代。这种红色情结，从小就在我
心里扎了根。”

1956年，韩翠甫随母亲到舞钢走
亲戚，在一个村民家中无意发现了一
张1951年的旧报纸，上面刊发了多篇
抗美援朝一周年的文章，他在其中一
篇报道中竟然找到了舅舅所在部队
的名称，年幼的韩翠甫激动不已。他
央求母亲买下了这份报纸，还把对方
家中收藏的几十本革命书籍一并买
回。从此，“红色收藏”的种子便在他
心中生根发芽。

16岁时，舅舅送给他一个抗美援
朝时用的水壶。他如获珍宝，渐渐

地，他爱上了收藏老物件，

尤其偏爱收藏红色物品。
1991年，在漯河市舞阳县一个农

户家里，他偶然见到一份1951年 10月
25日的报纸，头版头条是志愿军出国
作战周年纪念的新闻。他当即掏 15
元钱买回了这份报纸。“那时候我和
妻子靠农闲时间给别人缝制衣服赚
钱，记得当时给大人缝条裤子收7毛
钱，小孩儿的裤子才2毛线，这一份报
纸就相当于我做30条裤子的收入。”
韩翠甫说。

“他迷上收藏了，只要听说哪儿
有‘宝贝’，再远他都跑去看。一有
空闲时间，他便骑着自行车走街串
巷去收老物件，忍饥挨饿，饭都舍不
得吃……”他的老伴张爱莲说，“俺家
攒的钱都被他买了收藏品。”

数十年痴心不改，数十年坚持不
辍，韩翠甫的收藏品堆满了三四间屋
子。今年，村里提供了三间房子，供

韩翠甫办起了纪念馆。7

月1日，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许多干
部、群众慕名赶来参观，接受党史教
育。韩翠甫当起义务讲解员，每天忙
碌不停。

希望红色藏品充分发挥作用

“上万件红色藏品，每一件物品
都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仿佛让我们
看到了中国共产党100年来波澜壮阔
奋斗不息的壮美画卷。”市民陶建飞
带着4岁的儿子参观韩庄寺村纪念馆
后，连发感叹。“韩老先生一辈子执着
于红色收藏，把自己历经艰辛收集的
藏品拿出来让大家参观、学习，这种
精神太让我感动了！”

身为教师的万金涛说，纪念馆俨
然就是一座穿越时空触摸历史、追寻
先辈革命足迹的记忆殿堂，他准备带
学生前来参观、学习，现场上一节党
史课。

韩翠甫家里还有数千件收藏品
没法展出，有人欲出高价购买，被他
婉言拒绝。“我收藏的这些红色物品
和资料，是教育子孙后代爱党爱国的
最好方式。我希望这些藏品都展出
来能与大家见面，让更多人了解红色
历史文化，尤其让孩子们多了解一些
党的历史，从小爱国爱党爱家乡。”韩
翠甫笑着说。

韩庄寺村党支部书记钟豫生说，
韩翠甫老人的红色收藏品是非常宝
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受村里条件所
限，他的收藏品还无法全部展出。下
一步，村里准备建一个规模较大的红
色博物馆，让他的红色藏品都能搬进
去妥善保管，让更多群众在参观游览
中重温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新华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
会会长赵振奎说，韩翠甫为传承红色
文化无私付出，可赞可敬。“我准备送
他一套音响，让他更好地为大家讲解
红色文化，让更多人受到红色教育，

汲取前行力量。”他说。

七旬老人痴迷红色收藏
藏品上万件办起纪念馆

服中药期间，为更好发挥药物疗
效，在服药食忌、频率、时间各方面，
应注意一些细节，具体如下：

服药食忌

服发汗解表药后，宜多喝热水
或食热稀粥，服后应安卧，以助药
力促使汗出，同时忌服酸味食物及
冷水。

忌食可能妨碍脾胃功能，影响药
物吸收的食物。如生冷、多脂、黏腻
及有刺激性的食物。

服用中药期间不要喝浓茶和
咖啡。茶叶中的鞣质与中药成分
结合易形成不溶于水的鞣酸铁，降
低药效。

服清热凉血、解毒消肿、平肝、润

肺、明目等药物时，忌酒、蒜、可乐、咖
啡、辣椒、羊肉等辛温刺激之品。

服用温经、补阳、涩精止泻、祛风
湿、止寒痛药物时，忌食冷饮、生梨、
螃蟹、柿子、竹笋等寒凉之品。

皮肤病患者应忌食鱼类、羊肉、
臭豆腐、猪头肉等诱发食物；水肿病
患者要禁食腌制食品及过量盐。

忌服药过量，否则会造成不良后
果。催吐药过量会伤脾胃；清热药过
量能导致中焦部分阳气衰微；理气药
用量过多易耗气伤阴；病邪未净者服
补养药过早会产生“闭门留寇”之患。

服药频率

一般疾病，每日一剂，每剂分二
服或三服；病情危重者，可每间隔2~4

小时服用一次，昼夜不停；呕吐及食
管有病变的患者可小量频服。峻烈、
有毒药剂，宜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加
量，收效即止。

服药时间

针对不同疗效的药物，服药时间
略有差别。

晨服：补阳益气、温中散寒、行
气和血、消肿散结等药物宜晨服，
以借人体的阳气、脏气充盛之势，
祛除病邪。

空腹服：清晨胃及十二指肠内均
无食物，此时服药避免与食物相混
合，能迅速进入肠中并保障较高的浓
度而充分发挥药效，健胃药、驱虫药
均宜空腹服。

饭后服：对胃肠有刺激药物宜饭
后服，因饭后胃中有较多食物，可减
少对胃黏膜的刺激。消食导滞剂也
应饭后服。

睡前服：如滋阴健胃、涩精止遗
药、缓下剂及安神药宜在临睡时服。

定时服：有些病定时而发，掌握
发病规律可在发病前适当服用。如
治疗疟疾的蒿芩温胆汤宜在发作前
两小时服用。

不拘时服：解热发汗药、泻下剂
药物，不拘于定时服用。

调经药：宜 在 行 经 之 前 开 始
服 用 。

西药和中药在服用时至少间隔
半小时。

（中国中医药报）

这些细节要注意！

韩翠甫在讲红色藏品背后的故事

喝中药有宜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