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上一杯中药奶茶，晚上党参乌
鸡汤……当下，一些年轻人将养生药
膳纳入日常食谱，舌尖上的“新中式”
成为餐饮新风尚。8月8日至10日的
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夜市上，
三天夜市药食同源产品销售额达到
近15万元。中药茶饮、中药糕点、中
药咖啡、中药膳食……中医药跨界产
品更是屡屡推新，“国潮”美食文化热
度不断攀升，传统中医药文化中的药
食同源理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
关注，“中医药+餐饮”的模式，正成为
新生代的消费选择。

我省是中医药大省，中医药资源
丰富。当“万物皆可入中药”的风潮在
全国多地大火之时，“中医药+餐饮”在
我省是否一样备受热捧？中医药牵手
餐饮是跨界创新还是营销噱头，抑或
是打开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对此，
记者开展了调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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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田甜报道 “家
里老人行动不便，白天我们得上
班，根本不放心让老人自己来看
病，这回好了，家人不仅能陪着，还
能看专家号！”近日，阜新市中心医
院推出傍晚专家门诊，为白天不便
就医的患者“留一盏灯”，得到了不
少市民的点赞。

傍晚门诊是阜新市中心医院
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就医需求，
尤其是上班族、上学族对就医时
间的需求推出的贴心举措。据了
解，傍晚门诊将门诊部分科室工
作日专家出诊、专科出诊的时间
延长至 20 时，挂号流程、诊疗地
点 、治 疗 项 目 等 与 日 间 门 诊 相
同。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同时，让患
者在晚上也能享受到高水平的医

疗服务。傍晚门诊还开通了核磁
项目检查，彻底解决了核磁检查排
队时间久等问题。医院还根据患
者需求，持续调整、拓展服务内容，
确保傍晚专家门诊能够持续良好
地运行。

阜新市中心医院是阜新市首
个开设傍晚门诊的医院，目前已有
心内科、神经内科、普外科、骨外
科、妇产科、皮肤科、儿科、耳鼻喉
科、眼科、口腔科、影像科、采血室
等科室提供傍晚门诊服务。后续，
院方还会结合现有排班情况与患
者实际需求灵活调整排班科室和
数量，优化开单缴费、检查、取药等
服务配套流程，实现傍晚门诊医疗
服务全方位提质升级，为患者提供
全天候的健康保障。

便民服务“留一盏灯”

阜新首家“傍晚门诊”运行

本报讯 “我们社区也有便民
食堂了，走，去看看饭菜做得咋样？”
近日，创新街道利港银河社区万科
城如园小区的社区食堂正式开业运
营，番茄炒蛋、红烧肉、酱鸭……浓
浓的饭菜香弥漫着整个食堂，吸引
了不少周边居民前来品尝。

走进食堂，映入眼帘的是整洁
的就餐环境，明厨亮灶的放心后厨。
一份份热气腾腾的饭菜在档口上摆
放得满满当当，居民正在排队选餐。

今年80多岁的崔金华听说社
区食堂开业了，早早地带着老伴儿
到食堂排队品尝。崔金华饭后说：

“以往要买菜、洗菜、做饭，然后还要
洗碗、刷锅，现在这一系列烦琐的劳
作都省去了，饭菜还很可口，对我们
老人来讲实在是太方便了。”

据食堂负责人介绍，针对部分
居民食量较小的情况，推出了主菜
小份菜，一盘尖椒土豆丝只需3元，
香炸鸡8元，如此贴心的举措让居
民心里暖暖的。为方便居民了解运
营情况，食堂还设立了微信群，随时

发布食谱信息。
明亮整洁的环境、亲民惠民的

价格、新鲜干净的餐食，鹤乡小区的
社区食堂凭实力“圈粉”，食堂迎来
了一批“上班族”和“学生族”，他们
纷纷为食堂点赞。

“建设10家社区便民食堂，为
老年人就餐提供便利”是今年盘锦
市政府民生实事之一。如今，这
10 家新增食堂已全部投入运营，
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
的就餐服务。“15 分钟生活圈”质
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今年以来，盘锦市积极整合社
区闲置房产，进行基础设施改造，
配置厨房、餐具等设备，并积极引
导社会力量运营，为社区老年人及
居民提供助餐服务。此外，为了让
大家吃得放心，盘锦还安排专人负
责对接社区食堂，不定期进行食品
安全、饮食卫生、消防安全监督检
查，同时多渠道收集就餐居民的意
见建议，及时采纳并改进。

李方闻 本报记者 刘永安

盘锦新增10家社区便民食堂

本报讯 记者许蔚冰报道
日前，本溪市举行网络餐饮食品安
全快递骑手社会监督员启动仪式，
强化食品安全监管社会共治，保障
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仪式上，本溪市市场监管局
聘任 23 名快递骑手为第一批网
络 餐 饮 食 品 安 全 社 会 监 督 员 ，
同 时 发 放 了 食 品 安 全 监 督 员
证，并组织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监督员将开展食品安全社会监
督，及时通报发现的食品安全隐

患，随时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保
持联系。

据介绍，随着外卖平台飞速发
展，外卖餐饮食品安全监管也进入
了新阶段，此次聘任快递骑手社
会监督员是对外卖餐饮食品安全
社会共治工作体系的一次探索，
监督员将发挥“吹哨人”作用，依
托外卖食品配送物流网络建设食
品安全义务监督站，针对外卖食
品的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未在
许可场所经营等现象进行监督。

本溪聘23名快递骑手
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

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小轿车在隧道内正常行驶，被异物
所伤引发自燃。现场没有遗留明
显证据，这案子咋破？交警通过一
小片刹车蹄铁挖出了嫌疑车辆。

近日凌晨，一辆新能源轿车在
丹阜高速丹东方向金坑隧道内行驶
时，突然骑轧住路上异物，底盘损坏
造成自燃。车主赶紧驶离隧道，将
车停在应急车道并报案。本溪公安
交管局高速二大队交警立刻出警。

事发深夜，第一现场已破坏，
诸多不利因素给追查责任方工作

带来极大难度。二大队交警即刻
成立专案组，经验丰富的交警在现
场细致查勘遗落物，反复比对查验
后，确定一块刹车蹄铁为重要证
据。随后，大家连续奋战，比对百
余辆通行该路段的大型车辆视频，
逐一分析，最终锁定嫌疑车辆为一
辆重型半挂牵引车。

找到嫌疑车辆时，其车主已更
换了配件，并对此供认不讳。至
此，72小时后，“10·9”车辆燃烧事
故原因已查明，有关方面依法启动
处理程序。

一个小线索找到嫌疑车

“中医药+餐饮”日益流行

人参熬夜水、小吊梨汤、阿胶人
参元气茶……10月25日，记者走进
沈阳市太原街一家新中式茶饮店，映
入眼帘的是琳琅满目的养生饮品。
墙上透明盒则展示着中药茶饮的原
材料，诸如人参、茯苓、洛神花、铁皮
石斛等，上面还写着“药食同源”的字
样。在备饮区的一侧，几个大容量的
煮茶壶正在熬煮不同类型的药材，顾
客和上门取货的外卖员络绎不绝。

店员向记者介绍，人参熬夜水、
小吊梨汤一直是店内热卖的饮品，
许多在附近上班的年轻人中午出来
吃饭都爱来这点上一杯。

除了茶饮店，一些中医馆和中
医院也推出了中药茶饮。位于沈阳
市皇姑区鸭绿江街的一家中医馆，
专门打出了“中药奶茶”的招牌，前
台的中药饮品目录完全按体质进行
分类。消费者在购买奶茶前，可先
接受中医的诊脉，辨别自己是属于
平和体质、阳虚体质、阴虚体质或是
其他体质，然后获得一张相对应的
卡片，凭此卡片到奶茶店购买适合
自己体质的中药奶茶或者咖啡。

今秋，本溪市中医院也上新了
多款“中药奶茶”，备受市民推崇。

本溪市中医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现代年轻人对健康越来越重视，
随着中医药跨界风兴起，中药类草
本饮品的推出正好契合了消费者对
于健康和食品安全相结合的需求，
同时也是弘扬传统文化和中医药文
化的体现。医院研制药食同源产品
已有多年，其他产品还包括益气三
宝茶、降脂茶等，这些饮品主打“草
本”概念，用以区别中药本身。

除了各种茶饮，一些医院和餐
厅开始推出药膳菜肴。位于阜新市
细河区的辽宁省蒙医医院福鑫门诊
部治未病中心药膳部，每天都有慕
名来品尝蒙医药膳的顾客。步入蒙
医医院的药膳餐厅，一股股淡淡的
药香与食物的香气扑鼻而来。

据辽宁省蒙医医院院长吴晓英
介绍，药膳中心在2018年成立，由资
深蒙药师和营养师精心挑选道地药
材与新鲜食物，根据不同体质和病
症，量身定制个性化的药膳方案，现
已研发药膳食疗菜品及饮品 50 余
种。药膳中心面向社会开放，但由于
药膳对食材和烹饪技法的要求比较
高，有的菜品需要炖煮三小时左右，
且正在研发阶段，所以需要提前预
订，这样才能保证食材的新鲜。

靠着更健康、更养生，药膳、中
药代茶饮等在年轻消费者心中的地
位顺势兴起，从前段时间爆火的辽
宁中医药文化夜市便可见一斑。

辽宁中医药大学资产运营中心

主任、辽宁省中医药学会药膳和功
能性食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伽
琪告诉记者，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
药文化夜市上，展销的中药茶饮和

“五行馒头”等药食同源产品，原有
备货在第一天就销售了一半以上，
他们连夜紧急调配产品。

“夜市的火爆，可以说既出乎我们
的意料，也让我们中医人倍感欣慰。”王
伽琪说，“我们希望药食同源理念被更
多人关注，让更多年轻人接触、了解中
医文化，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养生“版图”不断扩大

随着中药餐饮逐渐流行，一些现
实问题也随之而来：“中医药+餐饮”
到底是营销噱头，还是养生潮流？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治
未病中心主任张松兴对药膳颇有研究，
他表示，“中医药+餐饮”的跨界创新基
础在于中医的药食同源理念和传统的
食疗养生方式。我国药食同源传统源
远流长，内涵丰富。所谓药食同源，即
在传统理论中，食物和药物为同一起
源，药物和食物没有明显的界限，只不

过有些药性较大，不能随意食用。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经安全性评估，先后发布了四批共计
106种食药物质名单。但若将适宜的
中药材加入食物中做成药膳，则是一
种颇为不错的养生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药膳是指包含有
传统中药成分、具有保健防病作用的
特殊膳食，虽属于食品，但也有药性，
不可随意服用。中医药膳的应用特
别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讲究辨
证施膳或辨体调理。为此，消费者不
能盲目跟风食用，应选择适合自身体
质的中药茶饮和药膳。

随着越来越多人被中医药“圈
粉”，不少餐饮企业及医疗机构也看
到了这一市场增长点，纷纷选择加
入中药茶饮和药膳市场。

辽宁省饭店餐饮协会会长祁迹
比较看好中医药和餐饮的跨界发
展。“药膳既不失人间烟火，又兼具药
理功效，对于餐饮行业来说，是一个
不错的发展方向。”祁迹说，“辽宁现
有各类餐饮店26万家左右，我们没
有具体统计过到底有多少餐饮店专
门做药膳，但现在的确有不少餐厅开

始推出一些药膳菜品。其实，辽菜的
底色是酱香，而酱香过程中其实就用
到了不少中药材进行调味。”

创新和品质要兼顾

消费者喜爱，商家不断推陈出
新，本是一场双向奔赴。然而，记者
在实地走访中发现，一些中药餐饮商
家更多的是将中医、中药元素当作一
种营销手段，比如在店内装潢中加入
满满的中医药元素，但对“中医药+餐
饮”的融合创新仅浮于表面。

作为我省较早关注药膳研制和
转化的业内人士，王伽琪希望通过
深耕高品质中医药膳领域，将健康
理念巧妙地融入人们的日常三餐之
中，为现代人提供一种全新的健康
生活方式。面对市场上药膳食品的
走俏，她认为，药膳行业应该冷静思
考，跨界创新的同时也要兼顾品质。

“药膳并不是中药材与食材的简
单相加，比如炖羊肉放几粒枸杞，炖鸡
汤加点人参，而是在中医学理论指导
下，将不同药物与食物进行合理组方
配伍，具有独特的色、香、味、形、效，且
有保健、防病、治病等作用。”张松兴说。

“中医药+餐饮”完美融合、健
康发展，离不开中医药和餐饮的紧
密配合，而且二者缺一不可。今年
5 月，辽宁省中医药学会药膳和功
能性食品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专
委会既有中医药领域的专家，也有
餐饮界、食品界的翘楚。

王伽琪说，好的药膳食品做起
来并不容易，不仅需要专业的研发
团队选出合适的“药食同源”类中药
材，对膳食中的中药剂量进行精准
的配伍，还要尽可能地去除中药的
苦涩、难闻气味，令其口感更好。

王伽琪所在的资产运营中心也
致力于潜心研究古方，聚力研制“中
医药+”跨界产品，并加快成果转化。

“在辽宁中医药大学，药膳研发和
制作工作已开展30余年。每款药膳中
药材和食材的结合，需要什么样的比
例才能实现效用和口感最佳，需要反
复尝试，中药材的选用也非常讲究。”
王伽琪说，并不是直接取用药材的原
材料就能做出“原汁原味”的药膳，好
的药膳应该选用优质的中药饮片，这
样药膳的品质和安全才更有保障。

王伽琪坦言，“药食同源”产业是
一片“蓝海”，在这个新赛道上，大家都
在跑步入场，既要发展这个产业，也要
保护这个新兴产业。作为药膳和功能
性食品专业委员会主委单位，他们有责
任引领行业健康发展，也将尽全力为
餐饮企业提供支持和帮助，希望政府
有关部门能够出台相关政策，切实做
好规范与监督，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为“中医药牵手餐饮”把把脉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工
作人员检测了我刚买的芸豆和黄瓜，
当场看到检测结果都合格后，我就放
心吃了！”10月27日，市民王先生在
比优特超市大连总店亲身体验了“你
点我检”。记者获悉，目前大连市现
有的12家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45
家农贸市场及超市全部建立了食品
快检实验室，为消费者的“菜篮子”安
全提供源头保障。

在比优特超市大连总店食品
安全检测中心，记者看到大屏幕上
显示着卖场当天销售的水产品、蔬
菜、水果等食用农产品的快检结
果。该检测中心每天负责对旗下
9家超市入店的蔬菜、水果、水产、
禽畜肉、熟食等食品的农残、兽残、
重金属、非法添加等30多个项目，
利用胶体金方法进行快速检测。
对于拥有“检测报告”的商品，超市
会在价签上以二维码的形式进行
公示，消费者只要扫描二维码，便
可看到该商品的检测情况。

据介绍，对检测不合格的食品，
超市会按照要求立即下架并放到待
处理区封存，经复检不合格的，要向

辖区市场监管部门报告。辖区市场
监管部门上门核对检测结果，最终依
据具有法律效力的检验结果依法停
止销售，并对不合格的食品进行溯
源，通报上游供应商所在地市场监管
部门进行查处，确保检测不合格的食
品停止销售。超市表示，对同一种食
品连续3次检测不合格的，会取消该
供应商的供货资格。

近年来，大连市市场监管部门
通过指导食用农产品的销售单位设
立食品安全检测室、配备快检设备、
集中培训市场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
检测人员、对检测数据进行产地分析
和质量管控等措施提高检测的效率
和准确性，将不合格食用农产品挡在
市场门外。今年截至目前，大连市共
抽检入场销售食用农产品58553批
次，发现7批次不合格食用农产品，
各市场都主动采取无害化处理等措
施销毁，防止问题产品再次流入市
场。市场监管部门还针对食用农产
品检测中的不合格数据，进行产地分
析和不合格原因研判，从源头控制食
品质量问题，提升进入本市的食用农
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

大连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
全部设立检测室

本报讯 记者刘桐报道 11 月 1
日起，沈阳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最
低首付款比例为 15%。如果购买一
套 100 万元的房产，二套房的购房人
在政策调整前需拿出至少 30 万元的
首付款，调整后仅需 15 万元首付款，
即可购买同样的房产。

10 月 28 日，记者从沈阳市政府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沈阳 5 项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措施将于
11 月 1 日起执行，将更好满足缴存
人刚性住房需求和多样化改善性住
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

对 于 购 房 者 关 注 的 首 付 款 比
例，沈阳下调了公积金贷款最低首
付款比例，缴存人家庭使用住房公
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或二套自住住房
的，最低首付款比例均调整为 15%。
政策有效期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此项新政对手头资金紧张的职
工将降低购房门槛，可以用更少的
首 付 款 购 买 自 己 满 意 的 住 房 。 同
时，贷款额度更高了，原来最低首付
款比例为首套 20%、二套 30%，最多
可以贷到房价的 80%或 70%，现在最
低首付款比例全部降至 15%，也就是
最多可贷到房价的 85%，公积金可贷

款额度将变得更高，职工有更充足
的资金买到更好更中意的房子。

同时，新政规定二手房公积金贷
款期限由 40 年减房龄，调整为 50 年
减房龄，且不超过借款人偿还贷款最
高年龄，最高贷款期限仍为 30 年。
对已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多子女家庭，
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贷
款限额倍数由当期最高贷款额度的
1.3 倍调整为当期最高贷款额度的
1.5 倍。缴存人家庭使用公积金贷款
购买自住住房的，偿还贷款最高年龄
由男 65周岁、女 60周岁，调整为男 68
周岁、女 63 周岁，或不超过职工法定

退休年龄后5年。最高贷款期限仍为
30年。

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
任李赞介绍，此次还支持符合条件
的婚后家庭再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
款，借款申请人及其配偶在婚前各
自使用过一次住房公积金贷款且均
已结清的，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再申
请一次住房公积金贷款，执行第二
次公积金贷款政策。此举将解决当
前很多年轻人家庭中夫妻婚前各使
用过一次公积金贷款买房，婚后不
能共同申请公积金贷款购买改善性
住房的问题。

沈阳5项住房公积金贷款新政11月1日起执行

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降至15%

“中医药+餐饮”走俏 跨界创新也需冷思考
本报记者 王敏娜 许蔚冰 田 甜

“药食同源”
产业是一片“蓝
海”，希望政府协
同发力，做好规
范与监管，助力行
业高质量发展。

关注中医药餐饮融合

引子

餐饮行业

药膳既不
失人间烟火，又
兼具药理功效，
对于餐饮行业
来说是一个不
错的发展方向。

药膳行
业应该冷静
思考，在跨
界创新的同
时，也要兼
顾品质。

药膳属于
食品，但也有药
性，讲究辨证施
膳或辨体调理，
消费者切勿盲
目跟风食用。

中医专家 走出误区 展望未来

养生药膳备受市民欢迎，市民在选购体质调理茶包。 本报记者 赵敬东 摄

中药茶饮抓住年轻人的胃。 本报记者 王敏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