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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 15 日
入伏。中医专家介
绍，“三伏”是“冬病夏
治”的好时机，部分人
群在此期间进行敷贴

“三伏贴”、艾灸等治
疗，能够有效防治虚、
寒类疾病。

中国中医科学院
西苑医院苏州医院执
行院长高铸烨说，“冬
病夏治”是利用夏季
气温高，在人体阳气
较旺盛时，治疗因阳
气不足、寒气太盛而
易在冬季（气候寒冷
时）发生或加重的疾
病，通常“三伏天”里
人体阳气最为旺盛，
治疗效果更好。

高铸烨介绍，适
合“冬病夏治”的疾病
有以下几类：呼吸系
统疾病，如慢性支气
管哮喘、慢性支气管
炎、慢性咳嗽、反复感
冒、慢性过敏性鼻炎
等；消化系统疾病，如
慢性胃肠炎、慢性胃
炎、胃痛等；风湿骨
病，如关节炎、骨质增
生、颈椎病、肩周炎、
腰椎间盘突出等；小
儿体虚易感冒、反复
咳喘、厌食、遗尿等；
部分虚寒妇科病，如

痛经、受凉后反复发
作的盆腔炎等。此
外，部分心绞痛阳虚
寒凝患者也可“冬病
夏治”。

“冬病夏治”通常
采用哪些方法？人们
最熟悉的当数“三伏
贴”。高铸烨说，根据
中医理论，夏季人体
阳气在表，宜以养阳
为主，此时毛孔开泄，
运用敷贴，可使腠理
宣通，驱使体内风、
寒、湿邪外出。

“不止‘三伏贴’，
内服中药、艾灸、拔
罐、刮痧等也是‘冬病
夏治’的常用方法，它
们均以鼓舞正气来使
药物疗效得到最大程
度发挥。”高铸烨说。

“冬病夏治”虽然
对虚、寒类疾病有良
好的防治效果，但并
非所有人都适合。专
家提醒，以下几种患
者不宜“冬病夏治”：
患非虚、寒引起疾病
者，尤其是患湿热引
起疾病者，有严重皮
肤病和皮肤过敏者以
及有出血倾向者，有
糖尿病且血糖控制不
理想者。

（新华社）

大暑节气即将到来，台湾
近日持续高温，但不影响民众
寻找暑假旅游目的地的热
情。尽管民进党当局对台湾
民众赴大陆旅游施以“禁团
令”、“橙色”警示等限制阻挠，
2024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
12日开幕以来，仍在岛内掀起
一股赴大陆旅游热潮。

在旅展主宾省安徽展位，
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等
精彩片段表演完后，台北市民
排队和演员合影；在山东展
位，剪纸艺术家周克胜手拿一
把剪刀一张纸，半分钟就诞生
一张栩栩如生的剪影作品，围
观民众啧啧称奇；福建展位则
展示高甲戏经典剧目选段和
提线木偶技艺，还把当地“蟳
埔女”的衣服、头饰搬来现场，
帮民众试穿……

本届旅展，大陆共有12个
省份的文化和旅游部门及企
业共155人参展，为疫后大陆
赴台最大规模的交流团组。
大陆展区共设75个展位，各省
份依地方优势旅游资源进行
特色推介。

据主办方介绍，旅展开幕
两天参观者日均达7万人次左
右。大陆各省份展位前，观看
表演、体验特产、询问景点、索
取旅游手册的台湾民众络绎
不绝。其中，电子支付是咨询
热点。为此，海峡两岸旅游交
流协会和各展台准备了展板，
分步骤演示微信、支付宝绑定
境外信用卡的流程。

寻找自己的祖籍地，成为
台湾民众参观旅展的一大乐
趣。一句句动情的“我是安徽

人”“我是河南人”，聊聊家乡
风物，让大陆工作人员深受感
动。在汉服体验区，24套各式
传统服饰，让体验者徜徉于

“兰亭雅集”的文人气韵之中。
台北市民林女士带着丈

夫和儿子一同体验汉服，拍照
留念后在展区转了一大圈，对
自己的全新造型表示满意。
她告诉记者，在网络上看见别
人穿汉服，觉得漂亮又新鲜，
很高兴能在这里体验。

“在大陆展区看见了各地
的特色，想去当地走走看看。”
林女士表示，很遗憾一直没能
去大陆旅游，在自己的旅游清
单中，苏州的美食、黄山的美
景是首选。“还有新疆阿勒泰，
常看到小红书上有人分享《我
的阿勒泰》的剧照和当地风
光，那里的美景很吸引我。”

由于台湾当局禁止组团
赴大陆旅游的“禁团令”尚未
解除，个人游成为岛内民众的
主要选择。在浙江温州展位，
一群年轻人围住工作人员仔
细询问个人游方案，现场商讨
旅游攻略。台湾青年欧定远
对记者表示，来旅展看看大陆
还有哪些不知道的风景，刚刚
看到温州有适合拍摄古装的
地方，还有百丈漈瀑布，都很
想去。

“我去过大陆四五次，上
海、广州、大连等城市，都很喜
欢。大陆人民很热情，语言又
相通，所以每次旅游都是我很
期待的。”欧定远喜欢吃辣，他
听说大陆每个省的辣都是不
同的，很想体验一下。

旅展舞台大屏幕上，各省

份的旅游宣传片滚动播放，舞
台下坐满了观看的民众。年
近八旬的吴先生告诉记者，他
来旅展也是想了解合适老年
人的个人游方案。他第一次
去大陆旅游是40多年前。“大
陆发展太快了，每一次去感觉
都不一样。我去江南有三四
次，上个月又去一次，跟以前
看到的又不一样。”

“大陆各个地方都有各自
特色，都有古镇或老街。通过
导游的介绍，我可以吸收很多
当地知识。两岸都传承中华
文化，就该多往来。”吴先生
说。

据台交通主管部门统计，
今年1月迄今，台湾赴大陆旅
游观光的人数已超过100万。
去年全年，台湾赴大陆旅游总
人数只有176万。

台湾中华优质旅游发展
协会理事长李奇岳表示，近
期，《繁花》《我的阿勒泰》等大
陆影视剧带来的高流量，影响
到台湾民众的旅游喜好。跟
着“繁花”“阿勒泰”的脚步去
旅行，成为一股风潮，这是两
岸影视文化交流带动了观光
交流，是文化和旅游的很好融
合。

“疫后难得有这么大规模
的旅展交流，让台湾民众掌握
大陆各地最新的旅游资讯，这
对更好促进台湾民众到大陆
旅游有很大帮助。”李奇岳表
示，尽管台湾当局近日提升民
众赴大陆旅游警示至“橙色”
灯号，但桃园机场、松山机场
每天飞大陆的航班还是客满
状态。 （新华社）

中 俄“ 海 上 联
合－2024”联合演习
14日在广东湛江某
军港开幕。

这次演习设立联
合指挥部，由中俄两
国海军混合编组。开
幕式上，中方演习总
导演表示，两国海军
始终秉持高起点、高
效率发展策略，务实
合作的规范化和体系
化水平高位运行，双
方专业领域交流广
泛、海上联演联训机
制日趋完备，两国海
军遂行海上联合军事
行动能力不断提升。
俄方总导演表示，举
行海上联合军事演
习，能够有效提升双
方参演部队联合协作
和专业技术水平，对

共同维护海上和地区
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演习分兵力集
结、港岸筹划和海上
演练3个阶段进行。
俄方参演舰艇编队
12日抵达湛江某军
港，双方参演兵力完
成集结。开幕式后，
两国海军共同展开图
上推演和战术协同，
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
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
课目进行深入研讨，
敲定协同要点。下一
步，参演舰艇将赴湛
江附近海空域组织锚
地防御、联合侦察预
警、联合搜救、联合防
空反导等多个课目演
练，并开展实际使用
武器训练。

（新华社）

茶艺师张乐（右二）在法国巴黎的“一乐也”中国茶工作室为学生上课（6月27日摄）。
茶艺师张乐2022年在法国巴黎创立了“一乐也”中国茶工作室，每周在充满中式园林风情的小院里

为来自法国、中国、摩洛哥、日本等地的学生上一到两次茶艺课。此外，她还在当地中小学、文化机构等
担任茶艺教师。张乐表示，通过她的展示和介绍，很多人看到了中国茶的好，爱上了中国茶，还在自己家
里置办了茶桌，和家人分享。谈到正在筹备的新茶馆时，张乐说：“每个时期的中国茶都有自己的特点，
我会保留传统精髓部分，也会表达一些新的态度，让法国人看到中国茶更多的可能性。” （新华社）

两岸夏季旅展“搭桥”
赴大陆旅游热潮涌动

中俄
“海上联合－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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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天”
虚寒类疾病患者
适合“冬病夏治”

在巴黎上一节中国茶艺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