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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蓓

本报讯 近段时间，在社交平台上，
由各大中医医院推出的乌梅汤、养发
饮、减脂茶等中药茶饮产品崭露头角，
成为与网红奶茶、咖啡等饮品并列的新
晋流量热点。市区不少饮品店也推出
了各式各样的新中式茶饮，受到市民欢
迎。

“爽爽酸梅汤”“宫廷牡丹饮”“瘦瘦
掉秤水”“元气参参茶”……7月2日下
午6点半，在市区开源路与和平路步行
街交叉口附近，几名年轻女孩正在一家
新中式茶饮吧台前挑选饮品。与其他
饮品店不同的是，这家茶饮将每一款饮
品的配方在吧台上展示出来，一个个木
制的小格子里装着淮山药、茯苓、红枣、
黄芪等中药，看起来很养生。

“原本以为用中药制作的茶饮会
有些苦，没想到还挺好喝。”市民小杨

告诉记者，进入夏季后，气温越来越
高，她几乎每天下班都会到这里选购
一杯新中式茶饮。“这个茶饮味道很清
淡，还能美容养颜，比喝奶茶健康多
了！”一旁的女孩小李说，她以前很喜
欢喝奶茶，自从同事推荐她尝试新中
式茶饮后，她爱上了这种好喝又养生
的饮料。

市民张女士在市区中兴路南段一
写字楼上班，她在网上订购了多种来
自浙江省中医院推出的乌梅荷叶饮，
已经喝了半个月。“味道不错，我觉得
挺有效的。”张女士介绍说，由于工作
原因，她的饮食很不规律，还经常熬
夜，进入夏季后，她常感觉白天没精
神、食欲不振。“喝了两天，感觉这种中
药茶饮不仅味道好，而且解暑效果也很
好。”张女士逐渐用乌梅荷叶饮替代了
日常的咖啡、奶茶，还特意带了一些在
办公室里冲泡，邀请同事一起品尝。记

者采访中了解到，现在不少年轻群体纷
纷将手中的冰美式替换为壶中的新中
式茶饮，展现出对中药茶饮的浓厚兴趣
与高度认可。

“中药里确实有不少药材是‘药食
同源’的，选用一些性质相对平和的中
药制作成茶饮，在专业上是可行的。”市
中医医院大夫安胜利表示，中药茶饮包
等中药产品的核心目标在于针对体质
改善这一关键环节进行精准施治。“现
在很多人在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之
下作息不规律，容易出现体质偏颇的状
况，但多数情况下，这种体质偏颇尚未
达到需要就医治疗的程度。”他说，这种
情况下，通过中药茶饮包等便捷方式可
以有效改善体质，既方便实用，又能有
效预防疾病发生，从而凸显出治未病的
意义。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适合喝中药茶
饮。安胜利提醒市民，中药茶饮本质上

仍属于中药范畴，中医讲究“量体裁
衣”，因此，在饮用之前应当经过中医的
辨证施治，以确保其适宜性与安全性。
以酸梅汤为例，胃火旺盛或湿气较重的
患者应避免饮用。此外，对于胃溃疡、
十二指肠溃疡患者而言，过量摄入此类
酸性物质会刺激胃酸分泌，加剧病情。
同时，糖尿病患者及孕产妇亦不宜过量
饮用酸梅汤。市民在饮用此类茶饮时，
应充分考虑个人体质与健康状况，确保
安全饮用。

“建议大家本着一个养生休闲的心
态来看待这些茶饮的作用，茶饮一般不
能代替药物，更不能代替正规的中医治
疗。”安胜利说，养生的重点离不开良好
的生活习惯，不能一味依赖中药茶饮。
若身体持续出现不适症状，建议及时调
整作息习惯、饮食习惯以及情绪状态，
并务必及时前往正规医院就诊，以确保
得到科学、有效的治疗。

新中式茶饮成今夏新晋“顶流”
医生提醒：市民应参考个人体质选择饮用

□记者 王辉

本报讯 7月 2日上午，《新编手机
摄影》课程在卫东区东安路街道东苑
社区老年大学开讲，吸引80多名老年
学员参加。据了解，为满足老年人的
文体娱乐需求，市老年体协与我市部
分社区合作开办为期两个月的手机摄
影、打花棍和抖空竹暑期公益课培训
班，卫东区东安路街道东苑社区的《新
编手机摄影》课是公益课培训班的第
一课。

当天上午8时30分，80多名老年
人来到卫东区东安路街道东苑社区老
年大学，市老年体协副秘书长、有40多
年摄影经验的王仲平担纲主讲，向学
员们传授摄影基础知识，运用课堂互
动、引领操作等授课方法，带动大家学
习。

学员张经保说：“课程很适合老年
人，我们不仅学到了手机拍摄技能，交
到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还收获了快
乐！”

据了解，7月2日至8月底，《新编
手机摄影》课程共在三个社区授课，每
周二上午在卫东区东安路街道东苑社
区二楼老年大学上课；每周四上午在
新华区矿工路街道幸福街社区上课；
每周五上午在卫东区优越路街道华西
社区上课。喜欢手机摄影的市民可就
近选择地点学习交流。

此外，7月、8月，喜欢打花棍的市
民每天（天气异常除外）上午8时30分
可到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市民广场参
加学习交流；喜欢抖空竹的市民可每
天下午3点到市区鹰城广场进行学习
交流。

市老年体协暑期
公益课开讲啦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葫芦丝演奏出优美动听
的旋律，孩子们听得陶醉出神……7
月3日上午，随着一阵优美动听的旋
律从郏县安良镇安东小学少年宫里
飘出，平顶山学院政法学院大学生
开展的为期 10 天的乡村少年宫“快
乐成长”文明实践活动正式开启。

7 月 1 日下午，平顶山学院政法
学院的 30 名大学生深入郏县安良
镇安东小学，开展为期 10 天的乡村
少年宫“快乐成长”文明实践活动。

据该学院辅导员刘盈君介绍，
在 10 天时间里，大学生志愿者们
将用爱为孩子们赋能，为他们打
开一扇通往知识、艺术与法治的
大 门 。 针 对 孩 子 们 的 兴 趣 和 需

求，志愿者们发挥各自特长，开设
绘画、书法、舞蹈、萨克斯、朗诵、
普法、政策资助等课程，吸引了安
良镇、白庙乡等地的 100 多名小学
生报名参加。

7月 3日上午的绘画课堂上，小
学生李晓燕说：“有大学生哥哥姐姐
陪我们过暑假，还学到了平时学不
到的知识，大家非常开心！”

大学生来“开班”郏县乡村小学生欢乐多

□记者 王春生

本报讯“通过这两天的现场了
解，我觉得这个项目特别适合想创业
的残疾人朋友。”7月3日，在结束对
宝丰县龙王沟乡村振兴示范区王堂
村一个蟋蟀养殖基地的现场察看后，

“背上兄弟”窦小伟、李永和写了一份
残疾人创业项目推荐表，分享给想创
业的残疾人朋友。

窦小伟与李永和都出生于 1975
年，因为身体不好，窦小伟到小学五
年级时已经不能独立行走，此后 30
多年的时间里，李永和一直照顾窦
小 伟 出 行 ，两 人 被 称 为“ 背 上 兄
弟”。近几年来，“背上兄弟”在从医
之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公益助
残上。

本月初，窦小伟和李永和专程赶
到宝丰县龙王沟乡村振兴示范区王

堂村，深入到蟋蟀养殖基地的大棚
里，详细了解养殖技术、投入成本和
收益等事项，认为这是一个投资小、
见效快的好项目。

“养殖蟋蟀是一个风险较小的项
目，养殖基地负责人还无偿为残疾人
提供技术等多方面服务。”窦小伟开
心地说，这个项目值得更多想创业的
残疾人朋友关注，也希望更多热心人
士来帮残助残。

投身公益助残事业

“背上兄弟”发掘项目助力残疾人创业

守护“脚下安全”
7月 3日上午，新华区西市场街道

三七街社区三环佳苑北院小区内，工
作人员在拆除地锁。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私家车增多，
不少居民在三环佳苑小区公共区域安
装地锁抢占车位，影响了公共安全，居
民反应强烈。为解决这一问题，社区携
手小区管理方拆除地锁，合理规划小区
公共区域，加强车辆停放管理，守护居
民“脚下安全”。 本报记者 李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