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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届中国（寿
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有
许多亮点，除了新技术、新
品种、新理念，还有不少展
馆发生了变化。今年的六号
馆改为了药蔬同源科普馆，
为大家科普中草药的千姿
百态，让大家感受中医药文
化的博大精深。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
瑰宝，是五千年华夏文明
的结晶，反映了中华民族
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
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独
特理论及技术方法。中草
药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
草”。我国最早的一部中
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
本草经》，唐代由政府颁

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
上最早的药典。唐代孙思
邈编著的 《备急千金要
方》和《千金翼方》集唐
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
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明
代 李 时 珍 的 《本 草 纲
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
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
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
献。

中草药按加工工艺分
为中成药、中药材。很多人
都见过、吃过中草药，但大
家最熟悉的往往是药房里
经过加工后的中草药。至
于这些草药植株长什么样
子，就很少有人了解了。中
草药的种类繁多。天然药

材的分布和生产也离不开
一定的自然条件。各种药
材的生产，无论品种、产量
和质量都有一定的地域
性，如甘肃的当归，宁夏的
枸杞，青海的大黄，内蒙古
的黄芪，东北的人参、细
辛、五味子，山西的党参，
河南的地黄、牛膝、山药、
菊花等。

来到六号馆内，你将
会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
门。那些在你的印象中干
巴巴、皱巴巴的药材，现
在就生长在你的面前，婀
娜多姿、充满生命活力。
这里种植着金银花、大
黄、薄荷、白芷、防风、
丹参、紫苏、芦蒿、藿香

等一百余种草药。
在六号馆，你可以
认识藿香正气水里
的藿香、板蓝根冲
剂里的板蓝根、复方丹参
片里的丹参等耳熟能详中
草药的“庐山真面目”。

此外，馆内还根据药
用蔬菜的不同功效划分了
补钙功能区、降压功能区、
保肝护肝功能区、清热解
毒功能区等不同展示区。
例如在降压功能区，利用
基质三角架栽培模式种植
着冰菜、白凤菜、根芹三
种具有降压作用的药蔬同
源植物。清热解毒功能区
则利用立体基质管道栽培
模式种植了板蓝根、紫花

地丁、蒲公英三种具有清
热解毒作用的常见中草药
植物。补钙功能区利用水
培管道种植木耳菜、菠
菜、甜菜等钙含量高的蔬
菜。

除了种类繁多的中草
药，馆内还设计了众多小
景观，如神农氏、孙思
邈、李时珍等人的塑像、
药用植物水系循环景观、
灵芝树等，将中医药科
普、传统文化、健康饮食
理念相融合，让中医药理
念以新的形式传播。

本报记者 王凯旋

逛菜博 探美景 寻亮点④

李学宾是河北省邯郸市
肥乡县的一名中学教师。毕
业于邯郸市农业学校的他，
很早就与农业结下了不解之
缘。肥乡县是河北南部有名
的番茄产区，而在他居住的
郭家堡村就有 600 个蔬菜大
棚。进入学校教学的他，并
没有放弃对农业的热爱，而
是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学习各
种农业技术知识。他的妻子
还在村里开了一家农资店。
为了在业余时间帮妻子销
售，提高技术水平，增强服
务能力，多年来他订了多种
农业报刊杂志。从2014年开
始，他又订阅 《北方蔬菜
报》。“在读报过程中，我认
为还是 《北方蔬菜报》 最实
用，学到了很多种植番茄的
实用技术，为乡亲们解决了
不少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对

于寿光菜博会，他更是非常
熟悉。前几年，寿光菜博会
开幕后，只要他有时间，就
一定会来到菜博会上，见见
《北方蔬菜报》的老朋友，逛
逛各大农资企业的展位。

“我能在寿光菜博会上见
到许多最新的农资产品，也
能及时了解市场的变化。寿
光是‘中国蔬菜之乡’，汇集
了全国知名的农资企业和供
应商。而菜博会则是他们展
示的大舞台。每当菜博会开
幕，我都非常想到现场参
观。这几年去过几次，也经
常到寿光一些种子公司、苗
场的基地参观。”他说。他参
加了多场由 《北方蔬菜报》
主办的技术员活动。在寿光
各处参观的过程中，他还承
担着为家乡菜农考察番茄新
品种的责任。在肥乡、寿光

往返几次之后，他选中了多
个好品种带回了家乡，并向
菜农们积极推广。

如今，李学宾还成为了
《北方蔬菜报》 的技术通讯
员。他利用空闲时间为农服
务。“我十分庆幸能从一名普
通读者成为 《北方蔬菜报》
大家庭中的一员。作为一名
技术通讯员，我还要继续学
习，将 《北方蔬菜报》 上的
技术迅速掌握并推广，让更
多菜农受益。上班的八小时
是奉献给学生的，下班后的
时间用来服务菜农。我对农
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想为
家乡菜农致富尽一份微薄之
力。”作为《北方蔬菜报》技
术通讯员，李学宾不仅学习
新知识、了解新产品，还自己
出资为渴望学种棚技术的菜
农订阅了《北方蔬菜报》。“在

寿光，我看到了蔬菜产业发展
为菜农生活带来的变化。近几
年，家乡的蔬菜种植面积逐年
扩大，菜农凭借着种菜也走上
了增收致富的道路。将来，我

打算继续深入一线学习，为菜
农送技术、送信息、送服务，向
菜农宣传现代农业、科学防治、
绿色产品，助农增产增收。”

本报记者 王凯旋

李学宾（右五）带菜农参观苗场时的合影（资料图）

赏中草药之美千姿百态
品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深

友圈里的故事 3“棚” 逛菜博学知识 一腔热情为农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