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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骨病
张喜海

感冒、咳嗽、打喷嚏是日常生活中再平
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对于 65岁的李大爷
来说却遭了罪。因为突然降温，没有及时
添加衣物，李大爷晚上打完麻将回家就着
凉了，一个喷嚏打出去，颈部背部疼痛不
已，到医院检查发现，竟然是颈椎病发作加
重了。

“进入冬季，像李大爷这样的患者并不
少见，因为颈椎累积性疲劳及活动量不足，
退行性改变难以避免，若再遇上寒湿天气
或骤然用力不当的话，就会出现颈肩痛、腰

腿痛的症状。”张喜海指出，李大爷原本患
有颈椎病，经常打麻将而久坐不动等不良
习惯已经给颈椎出现异常带来了隐患，尤
其当天患病部位受凉后引发了打喷嚏等一
些突然的剧烈动作，导致了颈椎病的突发
及加重。

目前，李大爷通过在医院不打针、不手
术的绿色健康疗法，中药外用、穴位定向透
药热敷的方式住院治疗，入院一周疼痛已经
得到缓解，病症明显减轻。李大爷高兴地告
诉我们说：“我很快就可以康复出院了！”

冷冷冷！“颈肩腰腿痛”来袭！
中医骨科名医张喜海有话说

随着立冬的临近，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
温天气，已在郑州开启了“速冻”模式！冬季
是颈肩腰腿痛病的高发期，尤其是长期顽固
性颈肩腰腿痛患者，本来就“受伤”的病灶难
免会“雪上加霜”。对此，郑州复康中医院、
河南张喜海中医药骨病研究院院长张喜海
提醒，如果症状已经出现，不可自行按摩、牵
引，不可乱用药！应该积极到正规医院就诊
治疗，以免延误病情、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张氏中医起源于清朝咸丰年间。张喜
海的先祖张华游走于山东、河南多地行医，
专门治疗骨病，并结合当地民间草药知识
和自身行医实践，始创张氏中医疗法。其
治疗骨病所用“金仙膏”，在张氏家族中代
代相传，并且在数代人的临床验证中不断
加以改进。

目前张喜海院长传承先祖、守正创新，

潜心运用《黄帝内经》《伤寒论》《千金要方》
等医学经典，对祖传“千金黄汤”“母子汤”
“金仙膏”“强骨膏”等一系列方剂加以改
进，用来治疗骨质增生、颈椎病、腰椎病、膝
关节炎、脊椎炎、股骨头坏死等病。

如果您有骨健康问题，可拨打健康热
线0371-85961816咨询。
蒋晓蕾

一个喷嚏“打出”颈椎病 李大爷苦恼不堪

六代中医治骨病 守正创新医术精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
文）昨日，记者从“出彩河南人”第三
届最美退役军人宣传推介活动组委
会获悉，2021年河南省第三届最美
退役军人31名候选人已正式产生。

据了解，“出彩河南人”第三届
最美退役军人宣传推介活动，由中
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河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联合主办，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协办，河南广播电视台
公共频道承办。旨在选树一批在革
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
期，立足岗位奉献、勇担时代重任，
以及在洪涝自然灾害、新冠疫情等
严重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紧
急关头，奋不顾身、勇于担当的退
役军人先进典型。通过宣传推介
活动，选树最美退役军人典范，讲好
退役军人故事，展现退役军人风采，
教育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扬正气、树标杆、展风采、续
传承，自觉珍惜荣誉，积极投身河南
建设发展，建功新时代，为谱写新时
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营造良好
环境。

据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有关
负责人介绍，宣传推介活动启动以
来，全省各地和省直单位高度重视、
积极参与。组委会办公室共收到参
评事迹材料 141件。组委会本着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政治过
硬、品德良好、事迹突出、群众公认、
遵纪守法”标准，组织初评，确定了
31名候选人，并于 11月 2日 8时—
11月 6日 20时对候选人事迹予以
公示，社会各界及大众可通过河南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官网宣传点赞，
并给予监督。

公示期间，如对被公示对象有
异议，可来电或来信反映。邮寄地址
为郑州市金水区东明路 181号河南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邮编450003，监
督电话0371-68060730。

为您心目中的最美退役军人点赞
我省公示第三届最美退役军人31名候选人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丁
友明 文/图）10月 31日，二七万达
广场，来自全省各地的近百名汉服
爱好者在2021礼衣华夏汉服模特
大赛（河南赛区）总决赛 T型台上
展示汉服的独特魅力。

参赛选手的展示,或雍容华贵，
或端庄娟秀，或清新淡雅，或妍丽曼
妙，或俏皮可爱，或英气勇武……
为观众带来一场汉服视觉盛宴。

据悉，2021礼衣华夏汉服模特

大赛在河南设置了郑州、洛阳、开
封、新乡、许昌、三门峡等8个赛区，
报名参赛者不限身高、不限身材、
不限容貌、不限年龄、不限性别。

总决赛舞台上，参赛选手身着
汉、唐、宋、明等不同朝代的特色形
制汉服进行了精彩的服饰及才艺展
示，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美轮
美奂的展演，让人们一饱眼福的同
时，对汉民族传统服饰及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也有了更多认同和了解。

舞袂飘飘 看华美汉服
礼衣华夏汉服模特大赛（河南赛区）总决赛在郑举行

参赛者展示汉服魅力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
玉东 刘地 通讯员 徐刚）“我的
儿，终于找到你了！”见到 16岁李
某的那一瞬间，李某母亲的眼泪夺
眶而出。李某父亲强忍着泪水拥
抱儿子，不住拍打着儿子的肩膀。
10月 25日下午，在郑州市公安局
郑东新区刑事侦查大队技术中队
的帮助下，李某夫妇终于和走失 3
年的儿子团聚了。

今年初，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
机关开展“团圆行动”。郑州市公
安局郑东新区刑事侦查大队技术
中队长闫帅优介绍，有关“团圆行
动”的工作部署后，公安机关便着手
筛查往年人口走失警情数据信息。
对于他们来说，难度最大的，莫过于
在海量信息中逐一核实，很多报警
当事人搬家、换电话、换工作，有的
甚至遗忘了当年报警的情况，这无
疑也加大了民警的工作量。

在“团圆行动”核查过程中，中
队长闫帅优发现了一名居住在郑
州市儿童福利院男孩的信息。10

月21日，在经过大量信息比对后，
闫帅优尝试多方联系男孩的家
人。但男孩的父母始终联系不
上，电话无人接听，短信也没有回
复。后来才知道，男孩的父母已
经60岁左右，从事环卫工作，经常
漏接电话，短信更是没有看过。
好在耐心的闫帅优又查找联系到
男孩的姐姐，这才最终与男孩的
父母通上话，男孩的父母在电话
里异常激动，不停地问：“是他
吗？真的是他吗？”

与男孩父母联系过后，公安机
关经过采血库里的信息比对，确认
如今这个16岁的少年正是李某夫
妇3年前走失的儿子。

10月 25日下午，在郑东新区
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技术中队、
中原公安分局、郑州市儿童福利院
的共同协调帮助下，一家三口终于
团圆。“谢谢你们，没想到有生之年
还能找到他！”老两口脸上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拉着民警的手一直表
达着感谢。

走失3年的儿子找到了
六旬夫妇不停问：

“是他吗？真的是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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