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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我心中敬仰的红色革命圣地，一个

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二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

对她的认识仅停留在肤浅的书本记忆中，梦想有

一天能亲临井冈山，重走红色之旅，寻找当年红

军叱咤风云的力量，体味革命斗争的艰辛，体会

前辈们的坚守。

今年暑期，我终于如愿以偿，有幸参加了学

校组织的井冈山红色之旅的学习考察活动。我们

先后参观了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井冈山革命博

物馆、大井毛泽东旧居，小井红军医院，茨坪革

命旧居和黄洋界保卫战旧址等主要红色旅游景

点，同时领略了井冈山巍峨雄伟、钟灵毓秀的山

色风光。时间固然短暂，但意义深远，几天的学

习和教育，使我接受了一次彻底、全方位的精神

洗礼。

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的纪念堂里，凝望着

嵌刻了 15744位英勇牺牲的烈士名录和代表着更

多无名烈士的石碑，我心头一颤：如果没有先烈

们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去改写历史，何曾有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与革命先烈们大无畏的牺

牲精神相比，我们对他人的帮助、对社会的奉献

还值得一提么？参观大井毛泽东旧居和茨坪革命

旧居时，看着青瓦黄墙、残檐断壁，抚摸着屋里

的旧桌椅和每一件家什，我无限感慨：当年毛主

席、朱老总就是在这样简陋的起居环境中学习和

生活，与敌人做最艰苦的斗争。而我们享受着舒

适的工作环境、温馨的家庭生活、和谐的社会氛

围，又创造了哪些成绩呢？站在黄洋界纪念碑下，

置身于山顶哨口的战壕中，我的思绪一下子就回

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隆隆的枪炮声仿佛在

耳边回响，红军战士顽强抗敌、不畏牺牲的英勇

景象再次浮现眼前。我不禁问自己：艰苦的革命

岁月里，前辈们能坚守信念，执着前行。而今，

我们怎么就缺乏信仰，固守安逸呢？

这次教育活动，让我的思想一次又一次得到

涤荡，心灵一次又一次受到震撼。不仅感觉到老

一辈革命先烈的伟大，更觉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在井冈山我们吃了红米饭、唱了红军歌、

走了红军路，这些经历让我们终身难忘，而我的

思绪已远远超出了实践考察的意蕴范畴。我联想

到我们学校的发展：我们一行是 50年代、60年

代、70年代和 80年代共四代人。是 50后的艰苦

奋斗奠定了医专的根基，是 60后的倾心付出让医

专旧貌换新颜，是 70后的敢于创新让医专生机盎

然，我们 80 后又能够为医专做些什么？留些什

么？学校的奠基者、建设者、发展者，一代又一

代的前辈，为我们铺平了道路，展开了宏图，我

们是在“温暖的港湾里”生活，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前进，我们是幸福的一代，但是同时也是

肩负重任的一代。如何把前辈的建设成果发扬光

大，如何为医专的发展再添新彩，是我们的义务，

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追求。

作为年轻的医专人，我们一定要把革命优良

传统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坚定信念，实事求是，

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好本职工作；我们

一定要学习 50后的艰苦奋斗，60后的敢闯新路，

70 后的敢于胜利，将井冈山精神和医专精神传

承、实践和升华！

“药食同源”，药从食出，反映了药

物的发现与使用和食物有密切的关系。食

与药其历史渊源是相同的。早在 《淮南

子·修务训》 中就记载：“神农尝百草之

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

而遇七十毒”。在原始社会时代，人们为

了生存，我们的祖先由于采食植物和狩

猎，得以接触并逐渐地了解某些植物和动

物及其对人体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引起某

些药效反应或中毒现象，甚至不幸造成死

亡。经过长期地积累和总结经验，从而产

生了用药物治病。同时，人们从许多能充

饥而又无毒的百草中也筛选出了谷物，通

过选种育苗，耕耘劳作，而进入了农耕时

期。正如 《周书》 上说：“神农之时，天

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

耜锄耨以耕草莽” （耒耜锄耨为古代农

具）。

常用中药既属药物又是食物的品种很

多，如：山药、菖根、桔梗、山楂、杏仁、

枸杞子、薏苡仁、芡实、百合、莲子、核

桃肉、桂圆肉、黑芝麻、蒲公英、马齿苋、

鱼腥草、海藻等等，可见药食关系密切。

药食同源，药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药”与“食”两者作用是不相同的。简而

言之，“药”用以治病，“食”用以养生。

因为很多药物又取之于养生的食物。有人

问：日常生活中生姜、大枣、粳米、酒、

醋、蜜、盐……是属于食物，还是药物？

有谓：“用于充饥、调味为食，用在处方

中是药”。回答的不错，但不够全面。

“食”与“药”的概念是不同的。凡是能够

维持机体健康和能为机体提供生长、发育

等一切活动所需营养成分的可食性物质，

称为“食物” （《中医食疗

学》）。而“中药”是指以某

些植物、动物、矿物和它们

的加工品，在中医药理论指

导下，应用于防治疾病的药

物。两者有严格区分。食物

讲究营养成分，强调无毒

性。而药物既能补虚，又能

攻邪。或补、或攻、或两者

兼顾。简单说，凡是运用中

医药理论经过辩证施治选择

出来的食物，方能称为药

物。如生姜、大枣，放在厨

房里用于充饥、调味属食物，用在处方中就

属于药物。如桂枝汤、小柴胡汤、菖根汤、

大青龙汤。方中都有生姜、大枣，如桂枝

汤，生姜解表和胃、止呕；大枣益气、补

中、滋脾。姜枣相配补脾和胃、调和营里。

白虎汤中用粳米，配炙甘草和中益胃，缓和

石膏，知母之苦寒重降之性。传统中药，讲

究产地、品种、质量，如“枸杞子”产于陕

西甘州的称为甘枸杞；“山药”产于河南怀

州的称怀山药，属于“道地药材”。中药重

视炮制，如“百合”生用清心，蜜炙用润

肺；“山药”生用补阴生津，麸炒用于健脾

止泻。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便秘就吃香蕉；咽

痛吃生萝卜；肾虚耳鸣吃核桃仁；肺阴不足

之咳嗽吃百合；口干目干吃枸杞子；促消化

降血脂吃山楂；降血脂吃大蒜等。这些都是

行之有效的治疗办法。

目前常用的药膳，原料大多来源于古代

名方，成为风靡于各大宾馆餐厅和饭店的美

味肴馔。

永远铭记井冈山精神
———2011年暑期红色之旅有感

团委副书记 刘力为

新学期、新气象，在建设和谐家园、绿色学校之

际，我们又迎来了一批新教职员工。这 2名博士研

究生、12名硕士研究生的到来，为我校的建设增添

了新的力量，学校的明天也将更上层楼。

王忠超 毕业于吉林

大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专业，博士研究生。

工作部门：基础医学

部病理教研室

刘泱泱 毕业于乌克

兰国立医药大学药学专

业，博士研究生。

工作部门：基础医学

部药理教研室

冷雪 毕业于吉林大

学第二临床医学院眼科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

工作部门：医学系

刘诗音 毕业于吉林

农业大学生物物理学专

业，硕士研究生。

工作部门：药学系

刘思佳 毕业于吉林

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

工作部门：外语教研部

刘思雅 毕业于东北

师范大学草业科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

工作部门：党委办公室

刘雪 毕业于中国医

科大学护理学专业，硕士

研究生。

工作部门：护理系

郭静怡 毕业于吉林

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

业，硕士研究生。

工作部门：外语教研部

孙全乐 毕业于长春

中医药大学中药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

工作部门：药学系

唐诗扬 毕业于东北

师范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

工作部门：党委宣传部

王芳华 毕业于长春

中医药大学护理专业，硕

士研究生。

工作部门：护理系

程秀宇 毕业于长春

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专

业，硕士研究生。

工作部门：医学系

魏婷 毕业于首都师

范大学法律专业，硕士研

究生。

工作部门：人事处

杨丽娜 毕业于北华

大学护理学专业，硕士研

究生。

工作部门：护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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