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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九寒，很多病因是阳气不足

“扶阳派”是晚清开始流行起来的中
医一大学术流派，认为“十人九寒”，认为
养生目的，就是要达到阳气充足。

宁波市中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朱斐
一直在研习“扶阳派”医学。他告诉记
者，就他临床所观察到的，宁波人即便不
是“十人九寒”，至少也有七八人是寒气
郁积。一些病人年纪很轻，平时运动不
少，阳气也不足，中老年人阳虚症状更是
普遍。

“很多疾病就是体内阳气不足，寒气
凝滞所致，中医普遍认可的如：宫寒不
孕、男性前列腺炎、阳痿早泄、下肢水肿、
夜尿频多、内风湿关节炎、慢性呼吸道疾
病，等等。”朱医生说。

冬至补阳，良机莫失

阳气不足，冬天就会比较难熬。阳
气是人体的能量，天一冷，原本就不足的
能量，消耗进一步加大，能够用于免疫的

就更少了，于是各种疾病接二连三袭来。
中医历来也主张冬藏养生，认为冬

天是一年之中养精蓄锐的季节，“冬天进
补，来春打虎”，反过来则是“冬不藏精，
春必温病”，意思说，冬天如果人体不养
精蓄锐，春天发生疾病的几率非常高。

20年以上野山参
成材率仅为200:1

人参补气，去年9月宁波晚报社与中
华老字号寿全斋组团来到“中国山参之
乡”——桓仁，前往圣峰参茸制品考察。

该公司是国内山参龙头企业，同仁
堂的野山参绝大多数就是从圣峰公司采
购，10多年来，从未发生过一起客户质量
投诉事件。该公司的野山参在山野中完
全任其自生自灭，不人为干预，20年以上
的等级参，“成材率”仅为 200:1。而如
果进行大量的人工干预，山参的存活率
可高达90%。宁波晚报社最终与该公司
达成了合作意向。

周皓亮

十个人，九个阳气不足，“冬至”补阳别错过
18年以上的野山参，每支仅600元

15年国检二等野山参，5折特惠
13年林下山参每支约50元

寿全斋野山参：参龄20年及以上，480
元/克起，全场8折，适合送礼

寿全斋等外参：参龄在18年及以上，因品
相不佳，原价168元/克，人参节优惠价 128
元/克起。核算下来，一支参的价格大约在
600元左右。一盒两三支，正好吃一个冬天。

国检二等参：参龄在15年左右，原价1680
元/支，人参节5折特惠，每支仅售840元。

林下山参：参龄 13~15 年，原价 40 元/
克，会员价 36元/克，每支约百来块钱。

林下残参：参龄13年左右，原价20元/
克，会员价18元/克，每支约五六十元。

凡购买以上任何一款山参满1000元，赠
送价值100元花茶礼品1份。

慢性呼吸道疾病、男性前列腺
炎、阳痿早泄、下肢水肿、夜尿频多、
内风湿关节炎、宫寒不孕……在一
个中医流派看来，导致这些疾病的
根源都是体内阳气不足。

冬至在即，这段时间人很容易
患病，同时所谓“冬天进补，来春打
虎”，也是最适合补阳的季节。

地址：海曙鼓楼永寿街6号
电话：87228361

不能任由
“赚钱APP”野蛮生长
江德斌

一些应用程序号称有手机就能赚钱，用户吐槽个人信
息泄露提现难。有大批网友在热议如何赚钱、哪个赚钱
APP比较靠谱等。如果还不清楚,随便搜索一下就能找到
很多，甚至在手机上看段视频、看个新闻也能把钱给赚
了。看着社交平台上不时出现的赚钱APP广告，浏览一些
类似于广告形式的经验帖，移动互联网时代真的可以躺着
赚钱吗？真的如广告或经验帖所说没有风险吗？

12月11日《法制日报》

赚钱APP的营销模式类似，都是打着躺着看新闻、刷视
频、点广告就能轻松赚钱的旗号，吸引网友下载、注册、转发，为
了赚取APP的现金红包，不停地“打怪练级”，为了完成任何而
疲于奔命。事实上，最后能够赚到的钱很少，往往只是替APP
实现了KPI，将可观的流量转化为APP的收入。而且，很多用
户发现即便赚到一些钱了，可到了提现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
往往因达不到提现额度而放弃，做了“杨白劳”。

显然，对于此类赚钱APP，需要保持高度警惕性，不能任由
其野蛮生长，应依照相关法律，对其进行约束性管理，要求平台
加强内容审查，不得有侵权、低俗、涉黄涉暴等内容。同时，对其
传播模式予以规范，禁止靠“拉人头”传销式发展用户，不得搞诱
导式传播，不得向用户收取押金之类的费用，以避免违规行为。

据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微
信公众号消息，12月7日下午2
点多，经过近半个月的走访调
查、蹲守，三亚中院执行干警终
于在一家饭店找到一起饲养动
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被执行
人冯显为，并将其拘传至法院。
冯显为被拘传后仍拒绝履行生
效判决，于当天下午被司法拘
留。

12月11日《新京报》

一句话点评：恶狗的背后，
十有八九有个恶主人。

陶小莫 绘

图说世相 大狗伤人，主人拒赔

前不久，《现代金报》报道了宁波菜市场
菜价太高，一些蔬菜甚至堪比肉价。一面是
蔬菜价格高企，而另一面，象山县定塘镇金
牛港村的村民却遇到了蔬菜滞销，去年2元
1公斤的花菜，如今只卖0.2元/公斤。不少
菜农无奈之下，只能任由蔬菜烂在地中。

12月11日《现代金报》

面对“菜贱伤农”，一些人习惯先入为主
地批评农民盲目跟风、缺乏理性。这样的批
评埋怨，虽有一定的道理，却也有失偏颇。
农民也想理性选择，也想实现利益最大化；
只不过，信息不对称、“一盘散沙”的个体化
以及技术、资源的缺失，导致农民在与市场
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只能根据
自己的经验、周围人的看法来进行算计与权
衡，“有限理性”自然难以承受市场的风吹
雨打。

伴随着社会变迁，当今的农民越来越多
地进入或者被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
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之中，与传统的封闭的小
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参与市场竞争的农
民既可能赚不少钱，也有可能亏本；市场总
是刀光剑影、荆棘密布，总是机遇与风险并
存。再美好的愿望，也要经受市场的考验。

美国社会学家罗纳德·博特认为，社会
网络中存在着一些“结构洞’,用于连接两个
难以直接发生关联的关系人。由于农民与
消费者之间难以建立直接的联系，供需之间
出现互动裂痕在所难免；蔬菜滞销并不意味
着农产品完全没人要，而是由于利润稀薄让
一些中间商缺乏动力。如果能够减少流通
环节的“结构洞”、让农产品更顺畅地到达消
费者手中，农产品滞销的困境将会得到很大
程度的缓解。在一些城市，设置了“橘子地
图”“白菜地图”，让农民更加便利地销售农
产品，值得借鉴。

市场是残酷的，容不得农民自弹自唱、
孤芳自赏；经过市场的洗礼，许多农民逐渐
具备了初步的市场意识。我们不能将农产
品滞销的板子全部打在农民身上，却忽视他
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对正在经历“转型的阵
痛”的农民进行“弱势补偿”，除了需要爱心
助农之外，更需要公共服务在市场信息、技
术指导、销售帮扶等方面给予更多的“制度
补血”，健全农民的社会支持系统。

乡村振兴，需要菜农们实现从传统农民
到职业农民的转变。在时代的湍流中，农民
也要学会“穷则思变”，提升抵御风险的能
力、拓展增收渠道。

寒冬赤膊跑没法速成男子汉
张立美

近日，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内，有一教育机构为培养
学员的男子汉精神，组织数十名男孩迎着寒风赤膊跑，引
起网友关注。10日，该教育机构回应记者称，是想借助跑
步 形 式 教 男 孩 们 遵 守 规 则 ，培 养 男 子 汉 精 神 。

12月11日《北京青年报》

事实上，男子汉跟淑女一样，都无法速成，需要学校、家
庭在日常生活中长期培养和锻炼，要在潜移默化之中培养。
从这个角度说，家长如果想培养和提高男孩的男子汉气概，
与其花钱将孩子送进忽悠人的教育机构进行寒冬“赤膊跑”，不
如从小对男孩的管理多“放手”，让男孩尽早独立起来。另一方
面，父亲要尽到家庭教育责任，补上父教缺失这一课，要注重言
传身教，做到以身作则，用自己的一举一动为男孩做出榜样示
范。而且，父亲应当多陪伴男孩参加体育锻炼，从小强健孩子
的体魄，而不是等到出现女性化倾向之后再去弥补。

三江热议

街谈巷议

投
稿
邮
箱nbwbplpl@ 163 .com

又见“菜贱伤农”，少些埋怨多些支持
杨朝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