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挖掘七夕文化 提高七夕宣传

网友 【米粒团】

:

感觉现在的年轻人

很少过七夕节，近两年还好点。其实，七夕

节对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有重要价值。 其

中，深入人心的牛郎织女传说是中国民间

文学的重要题材，它与民俗生活结合起来

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民间活动， 是文学、民

俗学、游艺诸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农

村还保留着相关节俗，一些传说也还在流

行，但七夕活动已经淡化，所以七夕节的

文化内涵正在逐步弱化，需要加以挖掘和

保护。

网友【果汁元】

:

在国内还是过国外的

情人节多， 国内对传统节日的宣传不够

,

其实如果不是看过文化部的网站

,

我也不

知道七夕节的来源。中国的传统节日商业

性不强

,

不利于商家做宣传

,

而很多的外国

节日却往往带有煽动性

,

商家对这些容易

进行商业性的操作和宣传。

弘扬传统文化 过自己的节日

网友【歌女郎】

:

西方情人节有自己的

文化范畴，像送香水、戒指、巧克力等，因

此七夕节也可以推出一些具有中国传统

文化色彩的促销活动。中国的节日有中国

的特色和文化， 希望能够多打传统牌，多

宣扬中国自己的节日。

网友【七格格万岁】：其实，七夕节早

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现又被认为是“中国情人节”。 这

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渐渐被人们遗忘，我

们应该提高对七夕的宣传，多过过自己的

节日。

网友【我和快乐】：七夕只有我们中国

有，所以要珍惜我们自己的情人节，祝天

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网友【皮皮

KK

】：在

50

年代和

60

年

代，每逢这一天，新加坡唐人街夜市牛车

水一带到处张灯结彩，布置得如同仙境一

般，来自不同地区的“七姐会”聚集在这里

摆下各式各样鲜艳的香案， 遥祭牛郎织

女，“香案”都是纸糊的，案上摆满鲜花、水

果、胭脂粉、纸制小型花衣裳、鞋子、日用

品和刺绣等，琳琅满目。不同地区的“七姐

会”便在香案上下工夫，比高下，看谁的制

作精巧。 今天，只有极少数的宗乡会馆还

在这个节日设香案，拜祭牛郎织女。 香案

一般在七月初七就备妥，傍晚时分开始向

织女乞巧。

由于节日的来源富有浪漫色彩，乞巧

节应发展成为华人的“情人节”，让这一天

充满爱情的温馨与甜美，也让人们向所爱

的人表示赏识与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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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母王清梅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8

月

20

日

18

时

38

分

逝世，享年

78

岁。 兹定于

8

月

27

日

9

时在市殡仪馆举行遗体告

别仪式，望其生前亲友届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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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器名远扬 竹艺唤传承

本报记者 方家禾

黄绿色的竹器和花白的头发，

这是

8

月

17

日落幕的博爱县首届

竹编大赛给参观者留下的最醒目

的对比印象。

21

名参赛者，年龄多

在

50

岁至

80

岁之间。

许良镇许良村

57

岁的朱长春

的园花架、六角亭和八角桌分别荣

获一个一等奖和两个二等奖。 今年

年初以来，郑州市陈砦花卉市场一

家竹货店的老板贾英杰，向朱长春

订制了两批包括茶几、书架 、古玩

架等在内的竹制品。 贾英杰说：“你

能做多少我就要多少。 ”但朱长春

要去西安照顾年幼的孙子，不敢再

应承大批订单了。

史载清化竹器已有

500

多年

历史，曾为清朝宫廷贡品 ，民国时

在美国参加过万国商品博览会，上

世纪

80

年代还远销日本。 而现在

的博爱县，已很难找到既有能力又

有时间供货的竹匠了。

月山镇苏寨村

55

岁的牛玉松

的一套竹制组合家具，获此次比赛

特等奖。 “这是一二十年前的老作

品了， 儿子搬到了焦作市区住，这

些东西是因为家里有地方存放才

保存下来的。” 牛玉松说着， 拉起

记者就要离开大赛现场 ， 去他家

里看用竹子吊顶为儿子装修的新

房。

当日下午

4

时，牛玉松要赶回

焦作市区接快要放学的孙子了。 当

上爷爷的朱长春和牛玉松，照顾孙

辈们显然比做竹器更重要。

8

月

17

日下午 ，

55

岁的陈小

英坐在许良村自家的竹货店门口，

现编现卖野鸡笼。 她家机械加工的

竹器大多从南方进货，竹筐 、篮子

和躺椅等手工粗制的竹编货多为

当地人制作，精做的竹制工艺品则

需要预订。 竹货市场以家户为单

位， 或集中或松散地分布在许良

镇、月山镇和磨头镇，此次大赛参

赛者也大多来自这些地方。

朱长春、牛玉松和陈小英已基

本到了“退休”抱孙子的年纪，均没

有收到能够传承手艺的徒弟。 朱长

春曾收过一个亲戚当学徒 ，“后来

他去卖菜了， 一天能挣

300

元，比

做竹器简单，挣钱快。 ”朱长春摆摆

手，一脸无奈地说。

鼎盛时期的清化竹器包括

200

余种生产、 生活用品和工艺品，大

至桌、椅、床，小至虫笼、牛笼嘴、花

架等，行销各地。 朱长春感叹：“现

在精制的清化竹器一般在参赛或

展览现场出现，获奖容易 ，聚人气

难。 ”

2009

年，清化竹器被列入河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当地民间

和官方都逐渐意识到清化竹器日

益没落、竹艺濒临失传的危险。 博

爱县林业局局长焦保国透露，竹编

大赛结束后他们将有计划地组织

年轻的竹艺爱好者跟本地老竹匠

学艺，还要赴南方竹产业发达地区

取经，把“清化竹艺”传承下来。

图

①

许良镇竹货市场的陈小英正在编竹鸡笼。

图

②

牛玉松用竹子为儿子的新房吊顶。

图

③

许良镇竹货交易市场上，塑料制品赫然在目。近年来受塑料制

日用品的冲击，当地正宗的清化竹器市场日益萎缩。

图

④

朱长春借助火的温度把竹竿拗成圆形， 他将圆形的审美元素

融入竹器制作中，传统的清化竹器以方方正正的审美情趣为主。

图

⑤8

月

17

日，评委们正在博爱县首届竹编大赛上评奖。

（本栏图片均由本报记者田建明摄）

随着对外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增多， 西方的

许多传统节日如圣诞节、 情人节等舶来品迅速被国

人接受。 与此同时，曾一度被冷落的中国传统节日，

也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近年来，有不少人把农历七

月初七称为中国的“情人节”。

今天是七夕节，早在一周前，焦作网的焦作论坛

上有关“过七夕”的话题早已成为网友们热烈讨论的

焦点。 网友们在网络世界里七嘴八舌地讨论着七夕

的话题。网友【慧子】说，七夕在我的记忆中最深刻的

是牛郎和织女的故事。 我不太赞同把七夕看成是中

国的情人节，

2

月

14

日的情人节体现了西方的文化

和婚姻观念， 而中国的七夕节讲的是一个美丽的爱

情故事，没必要把两者硬拉到一块。网友【古木夕阳】

说：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这个节日，因为当时夫

妻两地工作的比较多，在我们眼里，七夕是夫妻团圆

的象征，节日里我们不像现在的年轻人会互送礼物，

我们那时只会相互祝福。 我还是喜欢中国的这些传

统节日，并不喜欢所谓的洋节。那些洋节只是商家的

炒作，只有经济没有文化。

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说， 七夕节是一个以牛郎

织女的民间传说为载体，以爱情为主题，以女性为主

角的节日。 按照民间传说，牛郎和织女都是“已婚人

士”，而且还有了孩子，七夕节表达的是已婚男女之

间 “不离不弃”、“白头偕老”、“忠贞不渝” 的一种情

感，恪守的是双方对爱的承诺，不是表达婚前情人或

恋人的情感，这是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两种感情。他认

为，如果外来的节日可以丰富我们的情感，丰富我们

的生活，就应该接受它。 实际上，我们现在过的很多

节日都是“舶来品”，如国际劳动节、三八妇女节、母

亲节等。中华文化就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并加以消

化、融合，使自身变得越来越饱满、越来越丰富的一

种文化。

七夕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

节日，也是过去姑娘们最为重视的日子。在这一天晚

上，妇女们穿针乞巧，祈祷福禄寿，礼拜七仙女，仪式

虔诚而隆重，陈列花果女红，各式家具、用具都精美

小巧、惹人喜爱。 因其内涵丰富，

2006

年

5

月

20

日，

七夕节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七夕节在现在中国人心目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

节日呢？ 这一天你会如何度过？ 请网友积极参与，发

表意见，说说你的“七夕”故事。

七夕，

传统文化在传承

网友杂谈

①

⑤④

③

②

本报记者 张 冬 石媛媛

（上接一版）整个医院就是一盘

棋，各种资源和科室都围着有效解

决患者疾病而运转。 每一例患者入

院，外科、内科、放疗、影像、病理等

科室要进行集中会诊，商定最有利

于病人的治疗方案。 正是这种群策

群力、集中大家智慧所形成的治疗

方案，让白衣使者在一次次与病魔

的较量中战胜死神、挽救了生命。

博爱县农民王某， 年已

76

岁，

今年年初因便血、腹胀入住该院肿

瘤一科。 经

CT

、肠镜检查，患者为

左半结肠管状腺癌。 会诊之后，一

整套治疗方案出台。 患者尚有手术

机会，先行癌变部位手术切除。 但

患者伴有冠心病，脉搏每分钟仅有

40

多次。 为配合手术，患者须先植

入心脏起搏器。 于是，患者被转入

心内科。 起搏器安置好后，患者被

转入外科。 为避免电刀对起搏器的

影响，术中使用普通手术刀。 术口

愈合后，患者再次回到肿瘤科，接受

后期化疗。

4

个疗程的化疗之后，患

者便血消失，饮食改善，体重增加。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用综合

性手段开展个体化治疗，我们在与

恶性肿瘤的较量中取得了一个又一

个胜利。 ”该院肿瘤一区主任许软

成说。

1998

年，该院在全省率先开拓

了介入与放疗相结合的立体治疗新

途径。 针对肝癌、肺癌、 胃癌、 胰

腺癌、 宫颈癌等实体性肿瘤， 通过

血管介入手术， 把药物直接输入到

病变部位 ， 并将癌体血管栓塞封

堵， 再施以放射治疗， 起到了提高

药效、 避免切开手术、 降低治疗成

本的效果。 而非血管的介入治疗，

则将食管支架、 气管支架、 胆管支

架、 尿道支架、 直肠支架等直接送

入病变部位， 起到了立竿见影的病

情缓解效果，有效提高了患者的生

命质量。

一位中央型肺癌患者，因肿块

侵蚀食管、气管，已无法手术。 在进

行放疗、化疗之后，肿块明显缩小。

但肿瘤在回缩过程中引起食管、气

管瘘，使得二者相通，继而引发肺部

感染。 一个带膜食管支架植入后，

食管瘘口被封堵，患者当下就可以

饮水吃饭。

打造一流团队， 以精

湛的技术为肿瘤患者生命

护航

打造一流团队、掌握一流技术、

开展一流服务、创造一流业绩，是解

放军第九十一中心医院领导班子针

对肿瘤科室提出的工作目标。

业务发展，人才第一。该院把打

造实力雄厚的肿瘤医疗专家队伍当

作“

1

号工程”来抓。 而今，在该院肿

瘤治疗中心的

20

多名医生中，硕士

研究生以上学历者有

10

人，副高以

上职称者有

7

人。

尽管临床工作繁忙， 但肿瘤治

疗中心每年都要派出

3

至

4

人到国

内顶级医院进修。年轻医生张建伟，

2009

年

9

月进到医院， 当年

12

月

就被派出进修介入技术。几年来，他

每年所做介入手术近

300

次。而今，

他已成为河南省抗癌协会介入诊断

治疗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科室每周二下午的业务学习雷

打不动，医疗护理人员全部参加，每

次学习都有选题， 人人都要上台讲

课。肿瘤治疗中心主任、河南省抗癌

协会介入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济

南军区放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河南省放疗专业委员会委员白中

红， 是豫北地区较早开展直线加速

器、 调强适形和介入治疗肿瘤的专

家，为鼓励大家钻研业务，他自掏腰

包给每次科室学习主讲人发奖金。

“白主任手把手教我作介入、放

疗计划设计。 他从来不怕自己的技

术被别人学走， 反而总是担心别人

学不会。 ”放疗中心医生李小伟说，

“他自费为科室所有医务人员购买

过专业书籍， 自费为部分医生订阅

专业期刊。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我

们尽快都成专家。 ”

浓厚的学习气氛， 勇于创新的

精神， 让肿瘤治疗中心这支团队快

速成长、大步前进。 几年来，该科医

务人员在国家重点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

50

多篇，在临床医疗实践中不断

取得技术新突破。

气管介入手术， 要求在数秒钟

内完成，操作难度大、技术标准高，

而该科室三分之一以上的医生都能

熟练掌握， 因此频频应邀到别的医

院开展技术援助。

肿瘤三科主任杨红霞， 凭借扎

实的中西医基础理论功底和丰富的

临床经验， 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

方面屡建奇功。 武陟县年逾五旬的

肝癌患者刘某，来院时已癌块破裂，

生命垂危。 杨红霞在对其进行介入

治疗和适形放疗的基础上， 以中医

疗法对其跟踪辩证施治， 患者在半

年后肿块消失，而今身体良好，什么

农活都能干。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刘

小妮 ，

2007

年

5

月来院时全身皮

肤、黏膜、牙龈已广泛出血，病情危

急。 肿瘤二科主任王仲倩采用全反

式维甲酸靶向对其治疗， 患者病情

逐渐稳定，后经中西医综合治疗，现

已存活

5

年。

精湛的技术，良好的疗效，让省

内外肿瘤患者纷至沓来。

120

张的

床位， 经常处于超饱和状态。 近年

来， 该院肿瘤治疗中心已成为我市

收治肿瘤患者最多的病房。历年来，

共有数万名肿瘤患者在此迎来了新

的生命曙光。

历时近

20

年的快速发展进步，

九十一中心医院肿瘤医疗技术大幅

提升， 其中气管狭窄的支架置入及

后续精确放疗、 肝癌介入

+

光子刀

治疗、胰腺癌介入

+

光子刀治疗、脑

垂体瘤伽玛刀治疗、 肺内多发病灶

伽玛刀治疗、 乳腺癌个体化治疗等

20

多项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为给肿瘤患者撑起生命的绿

荫， 九十一中心医院肿瘤治疗中心

正在向着医疗的高峰、 技术的尖端

奋力攀登、阔步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