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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厂房拆迁，想为收藏的奇石找
个好娘家，如有缘本人愿忍痛转
让。（有条件存放，喜欢收藏的企
业老总请与我联系）非诚勿扰！
联系电话：13812637320周先生

转让奇石

东阿直供阿胶糕苏和堂仅售69元
苏和堂南禅寺店（解放南路701号/朝阳公交停车场南侧）400-102-0026

当聊起螺蛳粉产业的发展前景
时，莫勤吉十分乐观，他表示，最近正
在与某知名方便面品牌的研究所沟
通合作事宜。记者了解到，如今，不
少大品牌都纷纷开始做起了与螺蛳
粉相关的产品，例如今年中秋，螺蛳
粉月饼的出世令人惊掉下巴；10月
26号，肯德基螺蛳粉也正式开售，反
响火爆……螺蛳粉火了，很多品牌也
都想“蹭一蹭”这波热度，而这些看似
奇怪的联动却碰撞出奇妙的火花，也
反过来让螺蛳粉更加广为人知。

据了解，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小
龙虾螺蛳粉、榴莲螺蛳粉、花甲香菇
螺蛳粉等口味，销量也十分可观。
此外，也有企业看中了冲泡型杯装
螺蛳粉的研发和发展。

对于整个螺蛳粉行业来说，像
李永国这样的“闻臭师”越多越好，
以保证螺蛳粉整体的品质，打造良
好的品牌，也更需要专业化人才的
培养。今年5月28日，全国首个螺
蛳粉产业学院在广西柳州职业技术
学院正式挂牌成立。（工人日报）

跨院看病重复拍片、一院一卡
互不通用、门诊开药在线走不了医
保……看病就医便不便利、高不高
效，事关百姓生活“幸福感”。

10日，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
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
《关于深入推进“互联网＋医疗健
康”“五个一”服务行动的通知》，聚
焦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
盼”问题开出一大波“民生减负”清
单。

少“重复检查”：
推动医学影像等
健康信息共享互认

【百姓急】看同一种病，跑不同
的医院，各家医院 CT、B 超、血常
规等检查结果互不相认，重复排
队、重复检查、重复缴费，攒了一堆
单据最后同一个检查结果……这
或许是不少患者都曾遭遇的“窝
火”经历。

【行动通知】在符合医疗质量
控制和患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推
动医疗机构间电子病历、检查检验
结果、医学影像资料等医疗健康信
息调阅共享，逐步实现覆盖省域内
的信息互认。各地要加快实现电
子健康档案与电子病历、公共卫生
服务信息的对接联动，逐步实现居
民本人或授权便捷调阅个人电子
健康档案。

【先行实践】在上海，针对不同
医院看病常常要重复检查拍片的
问题，2019年上海市专门印发了全
面推进医疗机构间医学影像检查
资料和检验结果互联互通互认的
实施意见，先行实践1年多来，上海
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对规定的 35
项医学检验和9项医学影像检查项
目全面实现互联互通互认，提高了
卫生资源利用效率，简化了患者就
医环节，降低了医疗费用。

减“卡”减“码”：
探索以身份证号码
为主索引、一码溯源

【百姓愁】医疗卡、医保卡、社
保卡、民政卡、金融卡……“哪个卡
听说都可以看病，哪个卡里的钱都
不太多，卡卡若不通，过程就容易

‘卡脖子’！”
【行动通知】各地要加快推进

居民电子健康码规范应
用，重点解决医疗健康服
务“一院一卡、互不通用”
问题。鼓励各地以普及应
用居民电子健康码为抓
手，推进实名制就医，探索
以身份证号码为主索引，
其他证件号码为补充，加

强居民卫生健康身份标识与使用
管理。推动居民电子健康码替代
医疗卫生机构就诊卡。

推进跨部门“多码融合”，方便
群众快捷接受多场景医药服务。
实现健康码“一码通行”，推进统一
标准、全国互认。

【权威解读】国家卫健委规划
发展与信息化司副司长刘文先表
示，推进医疗卫生系统“一卡通
行”、跨部门“多码融合”的目标就
是将很多部门的卡集成到一张卡
上去，或者集成到一个识别体系
上，最终实现“一码溯源”，最大程
度解决百姓看病就医报销的“九龙
治水”问题。

“这是此次行动通知需要着力
突破的一大难点，执行落实到位也
将是一大亮点！”刘文先说。

快付费、多覆盖：
拓展医保支付种类、
探索异地直接结算

【百姓盼】“住院费用实现跨省
直接结算，啥时候门诊费用结算也
能像住院费用一样便捷？”政策“暖
不暖”恰恰体现在付费报销便不便
利这类“关键小事”上。

【行动通知】医疗卫生机构要
通过自助机具、线上服务、移动终
端等多种途径，拓展在线支付功
能，推进“一站式”及时结算。

参保人在本统筹地区“互联
网＋”医疗服务定点医疗机构复诊
并开具处方发生的诊察费和药品
费，可以按照统筹地区医保规定支
付。各地可从门诊慢特病开始，逐
步扩大医保对常见病、慢性病“互
联网＋”医疗服务支付的范围。结
合门诊费用直接结算试点，探索

“互联网＋”医疗服务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

【落子布局】国家医保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
平台预计将在2021年底前投入使
用，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
保信息平台研发了医保电子凭证，
使用医保电子凭证可以实现互联
网医保服务无卡办理。目前全渠
道用户量超过3亿，29省份医保电
子凭证已在医院药店开通使用，接
入定点医疗机构超过 2.6 万家，定
点药店超过7万家，预计年底可在
全国所有省份开通使用。

（据新华社）

每天闻60缸酸笋，靠鼻子年入50万元
网红“闻臭师”守护“灵魂食材”

“你嗦粉了嘛？”今年，恐怕没有哪一款美食会像螺蛳粉一样“出
圈”，从街头美食成为网红小吃，螺蛳粉销量不断提高不仅助力村民
加快脱贫致富，也催生了一个新职业：专业“闻臭师”。“闻臭师”，其
主要工作就是闻酸笋，这是螺蛳粉必不可少的一味“灵魂食材”。而
李永国就是凭年薪50万元走红全网的“闻臭师”。

刚靠近酸笋腌制车间，一阵阵独特的气味便扑面而来。打开车
间门走进去，只见60口大白缸整齐排列着，缸里是正在腌制的酸
笋。酸笋的气味直灌鼻腔、猛冲脑门，“不是人人都能受得了的。”李
永国身穿白色工作服，手戴塑胶手套，一边搅动酸笋一边仔细检查
着质量，时不时双手捧起一把酸笋凑近鼻子猛吸一口，再随机拿起
一根放入口中细细咀嚼，“这缸腌得差不多了。”

今年41岁的李永国是广西百色
人，从2005年起就开始种植竹笋的
他最开始只是一个农民。2008年，
李永国带着家乡的竹笋来到柳州市
做起生意，把老家种植的竹笋腌制
好，供货给螺蛳粉厂。“现在淘宝上
最出名的几个螺蛳粉品牌我基本都
供过货。”李永国略带自豪。老家有
20多家农户，共有上万亩的笋地，李
永国就带着大家一起种笋，在成为

“闻臭师”出名前，他在柳州当地已
经是小有名气的酸笋供应商了。

10多年的种植、腌制经验，让
李永国练就了“金鼻子”，靠鼻子一
闻就能判断出酸笋的熟度和质量。
凭借特有的能力，今年7月，他被柳
州一家螺蛳粉企业以近50万元的
年薪聘用，成为一名专业的酸笋“闻

臭师”，有人称其为螺蛳粉灵魂的守
护者。

“我现在是没有徒弟的。”经常
有人问李永国收不收徒弟，李永国
告诉记者，经验是一件很“小气”的
事情，因为没有办法一一教给别人，
很多时候都是靠感觉，需要日积月
累的试验，自然就熟知其中的门
道。但是很多人接受不了这气味，
能坚持下来的人很少。因为常年与
酸笋打交道，李永国身上常伴有酸
笋味道，家里面也不是很支持，直到
现在，他的小孩也不愿意和他待在
一起，因为“不喜欢爸爸身上的酸笋
味”。也曾想过放弃，但螺蛳粉产业
的逐渐壮大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他
下定决心，“不管别人怎么讲，我把
自己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就行了。”

如果有人质疑，“闻臭师”是否
只是引人关注的噱头，闻酸笋真的
那么重要吗？莫勤吉会告诉你：“毫
不夸张，十分重要。”莫勤吉就是聘
请李永国“闻臭”的螺蛳粉企业董事
长，他表示，一碗螺蛳粉里绝对不能
没有酸笋，而且酸笋的酸度、脆爽
度，也是螺蛳粉是否好吃的关键。

李永国和莫勤吉早在2017年
就开始了合作，当时只是单纯的供
给关系。今年4月，螺蛳粉火爆到
一度脱销，市场上的酸笋也基本断
销，各大螺蛳粉工厂都急得团团
转。当时，莫勤吉也如同“热锅上的
蚂蚁”，到处寻找酸笋货源。李永国
则根据自己多年的收购经验在广西
各地搜罗原材料竹笋，帮助莫勤吉
的工厂撑到了6月竹笋长成的季
节。

这次的经历让莫勤吉意识到，
工厂需要一名像李永国一样有经

验、有能力的酸笋师傅。如今，他在
厂里还特别设立了酸笋事业部，交
由李永国全权管理，并对李永国深
表信任：“自从李师傅与我们合作
后，我们厂里的酸笋质量有了很大
的保证，李师傅的鼻子就是标准。”

除了监管酸笋腌制的质量，李
永国还负责前端竹笋的采购，全程
把握工厂酸笋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厂里的工人表示：“李师傅是我们工
厂未来立于‘不败之地’的保障。”

不久前，有专家来到莫勤吉的
工厂专门调研酸笋，一行人讨论了
很久，到底如何定义酸笋的品质。
对此，李永国表示，虽然自己经验老
到，用鼻子来评判酸笋，但相对主
观。而酸笋释放的“臭味”、产出的

“酸味”说到底还是化学物质，对于
整个产业来说，还应需要结合人工
的经验来制定专业的标准，用科学
的方法、仪器来检测酸笋是否合格。

“螺蛳粉灵魂”的守护者

酸笋需要标准吗

螺蛳粉的发展前景

看病就医
开出一波“减负”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