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简介：

温晓莉，预防医学硕士，主治医

师，唐山市健康管理协会委员。从事

神经内科临床工作多年，对于全科医

疗、老年人体质管理、慢性病患者疾病

管理工作经验丰富。

扫描二维码下载“唐山+”

客户端，查看“健康唐山”频道。

扫描二维码查看环渤

海新闻网“健康唐山”频道。
过敏体质一般是遗传因素和先天因

素引起，多表现为无原因的鼻塞、打喷

嚏、流鼻涕；部分人群容易对食物、花

粉、季节过敏，甚至引起荨麻疹。

日 常 调 养 时 ， 在 饮 食 方 面 ， 宜 清

淡、均衡，粗细搭配适当，荤素配伍合

理；营养充足。不宜食用腥膻发物及含

致 敏 物 质 的 食 物 ； 亦 不 宜 食 用 酒 、 辣

椒、浓茶、咖啡等辛辣之品。

起居方面，注意保持居室通风和卫

生；被褥床单要经常洗晒，可防止对尘

螨过敏；不宜养宠物，以免对动物皮毛

过敏。运动方面，适合进行室内有氧运

动，增强免疫力。

总体的调理原则是增强免疫力、避

免过敏原。

目前，中医体质辨识被广泛应用于

亚健康、慢性病高危人群、健康体检以

及个体养生保健中。运用 《中医体质分

类 判 定 标 准》 进 行 体 质 辨 识 、 心 理 评

估、亚健康状态评估等，使受检者了解

自 己 的 体 质 类 型 、 易 患 疾 病 、 健 康 状

态，并提出相应的健康保健原则，达到

保 健 、 预 防 疾 病 的 目 的 。 但 要 注 意 的

是，同一个人可以存在多种不同体质情

况，但有主次之分，要根据具体情况进

行调理。

（唐健）

唐山市百草堂中医馆温晓莉：

过敏体质人群的日常调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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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本报讯（李 艾 宇 、卢 彩 凤 、贾 欣

雨）10 月 17 日上午，乐亭县庞各庄小

学邀请河北唐正律师事务所徐明律师

举办了“引航青春 法护成长”青少年

普法宣传活动，为全县青少年法制教

育奏响了开篇乐章。

徐明律师凭借丰富的法律知识

与 实 践 经 验 ，紧 扣 当 前 社 会 热 点 与

校 园 实 际 ，深 入 浅 出 地 阐 释 法 律 的

基 本 概 念 与 原 则 ，对《未 成 年 人 保

护 法》《预 防 未 成 年 人 犯 罪 法》及 校

园 防 欺 凌 等 与 青 少 年 紧 密 相 关 的

法 律 法 规 进 行 了 详 细 讲 解 。 讲 座

中 ，一 个 个 生 动 鲜 活 的 案 例 分 析 ，

让 师 生 们 直 观 地 感 受 到 法 律 的 重

要 性 与 实 用 性 。 同 时 ，他 温 馨 提 醒

同 学 们 要 不 断 增 强 自 我 保 护 意 识 ，

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

权益。

连日来，普法宣传活动在乐亭各

级各类学校相继开展，让法律知识走

进 每 一 所 校 园 ，深 入 每 一 位 师 生 心

中。师生们纷纷表示，通过这样的教

育活动，使他们对法律有了更为清晰

的认识，也为构建和谐安全的校园环

境筑牢了坚实基础。

乐亭

普法教育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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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唐山文物古迹

本报讯（袁冰）近日，在丰南区南

孙庄镇赵新庄村村民群里，出现了几句

短信，让村民们看了心里暖乎乎的。短

信发自一位叫孙宝全的村民，他在短信

中说：“感谢市委办公室驻赵新庄工作

队领导的紧急救助，感谢各级领导和

村民亲友们的关心和照料，让我母亲

得到了及时救治，谢谢大家！我作为

身在异乡的游子，一定不会忘记大家

的恩情，一定为我们的家乡争气……”

短信真情流露，感恩之情如一泓暖

流缓缓流淌在村民们的心中。事情原

来是这样的，9月 9日晚，该村 60岁村民

孙立英突发疾病，生命垂危，情况危

急。唐山市委办公室驻赵新庄村工作

队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驱车前往病人

家中。了解情况后，驻村工作队当即决

定开车同家属一起前往医院。在路上，

驻村工作队及时与唐山市中心医院取

得联系，向急救中心描述患者的症状，

提前在急诊预约挂号，让医院做好接诊

准备，避免耽误治疗。到达医院后将病

人送到抢救室，驻村工作队忙前忙后，

协调专家诊治和中心血站送血，帮助办

理住院手续等。直至将一切安排妥当，

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等到病人子女

赶到医院，与子女叮嘱一番后，驻村工

作队才放心离开。

患者孙立英被确诊为 A 型主动脉

夹层，是很严重的急性心血管疾病，若

不 及 时 送 医 治 疗 ，具 有 很 强 的 致 命

性。9月 10日，在驻村工作队的积极帮

助下，孙立英顺利完成了心脏升主动

脉替换术、主动脉弓置换术、主动脉瓣

直视成形术等大型手术，目前，病情逐

渐稳定。患者孙立英的儿子孙宝全感

动之余，在村民群里发出了感恩短信，

同时，患者孙立英的爱人孙立政也给

驻村工作队写来一封情深意切的感谢

信，还将一面绣着“心系群众 大爱无

疆”八个大字的锦旗送到驻村工作队。

百姓无小事，事事连民心。据了

解，自唐山市委办公室驻赵新庄村工作

以来，始终以实际行动诠释为民服务理

念，用情、用心、用力为村民办实事、做

好事、解难题，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

和温暖送到赵新庄村群众身边，得到

了广大村民、干部的信任和赞扬。

本报讯（记者卢山）为进一步加

强校车安全管理，近日，市交警七大队

监管、宣传民警对辖区校车运营公司

进行校车安全大检查，切实筑牢校园

交通安全屏障。

检查中，民警对校车驾驶人资质、

校车标牌、运行时间、行驶路线、交通

违法记录、车辆审验及保险等基本情

况进行核对，严防“带病车”上路。同

时，民警还对校车的轮胎、停车标识

牌、灯光的正常使用状况，车内的灭火

器、安全锤、安全带、逃生装置、急救箱

等安全防护设施的配备情况及车辆使

用性能进行全面检查。

民警要求校车运营单位负责人落

实校车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校车

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校车的日常安全

维护，定期对校车驾驶人进行安全教

育，组织校车驾驶人学习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以及安全防范、应急处置

和应急救援知识，全力保障学生乘坐

校车安全。民警随后对校车驾驶员进

行现场安全教育培训，要求校车驾驶

员一定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

规，杜绝发生超员、超速、疲劳驾驶、不

按规定线路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从

源头杜绝涉校车事故的发生，绷紧安

全弦，切实保障学生平安上下学。

交警部门

加强源头监管
严把校车安全关

本报讯（记者卢山）高新公安分局

“巡处一体化”警务改革以来，辖区警情

处置效率显著提高。近日，高新公安分

局巡处中心警员巡逻遇到群众求助，

迅速施救为群众开辟生命快速通道。

事发当晚，高新公安夜巡车组人

员在辖区巡逻时，遇到群众求助称他

老婆生孩子羊水破裂，请求巡逻警员

帮助将孕妇送往医院。情况紧急，巡

逻人员组迅速作出反应，为其领路，原

本半个小时的路程仅用了 10 分钟就

将孕妇送到医院。在到达医院后，民

警主动帮助孕妇家属寻找担架，将孕

妇送往急救室，待确认孕妇安全后方

离开，当事人家属对高新公安民警的

救助表示感谢。

高新公安

为孕妇开辟快速通道

本报讯（记者卢山 通讯员韩娜、

婧颖）日前，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独自

到古冶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办理临时身

份证，因手机不支持电子支付，又没有

携带零钱，为了不让老人再跑一趟，户

籍民警为老人垫付了相关费用，让老

人倍感温暖。

10 月 14 日下午，古冶公安分局治

安大队户政窗口来了一名步履蹒跚、

头发花白的老人，经过民警询问才知

道老人身份证丢失，特来办理临时身

份证。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接过老

人 手 中 的 材 料 ，为 老 人 办 理 相 关 业

务。但是老人的手机不支持电子支

付，又没有携带零钱，无法进行缴费。

户籍民警考虑到老人已经 80 多岁，家

又比较远，不想让老人再跑一趟，便主

动用自己的手机扫码为老人垫付了费

用。办理完成后，民警将临时身份证

交给老人，并将老人搀扶到大厅门口，

老人激动得一再表示感谢。

“户籍服务有温度，便民服务暖人

心”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户籍窗

口在日常工作中的真实写照。古冶警

方发挥户籍窗口的服务职能，切实把

户籍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用实际

行动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以“走心”

的服务让群众“暖心”。

老人独自办证无法支付
户籍民警暖心垫付

市委办公室驻丰南赵新庄村工作队

紧急救助显真情
“驻”进民心践初心

本报讯（记者梁赞英 通讯员王志武、

张景生）“今晚演的是评剧《杨三姐告状》选

段，还有舞蹈、经典歌曲、三句半等，我太喜

欢了，怎么也看不够……”日前，曹妃甸区

十农场李八廒村老年业余歌舞评剧团 30

多名演员，在村新时代文明广场连续举办

贺金秋文艺汇演活动，村民李秀花过足了

戏瘾。

在十农场，孙家坨、郑庄子等其他村

队，由农民自编自演的文艺演出也在同时

举行，而像李秀花老人一样，每天坐在马

扎上欣赏家乡特色文艺盛宴的群众有三

四百人。

十农场文艺底蕴深厚，评剧、乐亭大

鼓、皮影戏等在乡亲们心里已扎根多年，大

家 农 忙 干 活 、农 闲 娱 乐 的 传 统 也 由 来 已

久。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

不断提高，大伙儿唱起来、乐起来的氛围越

来越浓。

8 年前，在农场退休干部李可栓的带

领下，李八廒村率先成立了老年歌舞评剧

团，经过两年学习、排练，业余演员们“唱、

念、做、打”的水平不断提高，还能演出《花

为媒》《杨三姐告状》等多部传统评剧。随

后，孙家坨评剧团、郑庄子评剧团、丰海村

评剧团也相继成立。这些与乡亲们朝夕

相处的“草根”演员不求回报，全年为大家

演出。一些水平较高 的 业 余 演 员 ，还 组

成演出小分队，每月到曹妃甸城区、南堡

开 发 区 等 社 区 义 务 演 出 ，受 到 居 民 热 烈

欢迎。

“我们评剧团以中、老年人为主，入团

没有门槛，只要爱好就行。”说起 5 年前成

立评剧团的初衷，郑庄子村老年评剧团团

长郑祥彩一脸自豪，“别看我们只有 20 多

人，吹拉弹唱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村里精神

文明建设活动和庆祝重要节日演出，党支

部都把任务交给我们。”

“大伙儿跟着戏里的正面人物学习，

十农场移风易俗等工作开展得特别好，现

在婚丧事大操大办的少了，封建迷信、赌

博恶习已经绝迹。”对评剧团演出给农场

带来的可喜变化，农场文化站站长李媛媛

感触颇深。

对乡亲们高涨的文艺热情，十农场党

委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文化站为

各评剧团提供场地、音响、道具和服装，保

障他们各种演出活动。同时，结合农场中

心工作，指导、编排了近百个贴近群众生

产生活的文艺作品。仅今年前 8 个月，各

村 评 剧 团 演 出 就 达 156 场 次 ，观 众 达 4.3

万人。

曹妃甸十农场

文艺演出常年不断 群众都夸好听好看

走进丰润区西城区天宫寺塔公园，一

座雄伟秀美的古塔在绿树鲜花的掩映下分

外引人瞩目，这就是 2006年被国务院列为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天宫寺塔。

一座典型的辽代宝塔建筑

在辽朝兴盛过的北国大地，如北京及

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都留下了辽

塔遗迹。天宫寺塔就是这样一座辽代典型

建筑，它是原天宫寺主要建筑。

天 宫 寺 始 建 于 辽 清 宁 元 年 （公 元

1055 年），为盐监张日成所建，始称“南

塔院”，辽寿昌三年称“极乐院”，乾统五

年改称“天宫寺”。天宫寺是一座三进院

的寺庙，坐西朝东，分上寺和下寺。目前

除天宫寺塔外，其他建筑都已损毁。

天宫寺塔为上寺的主要建筑，建于辽

清宁八年 （公元 1062 年），由盐监张日成

之子所建。天宫寺塔占地面积 50.9 平方

米，高 24.2 米，面南背北，平面为八角

形，为十三层叠涩密檐实心塔，是研究中

国古代佛塔的重要实例。塔基为须弥座，

束腰部分每面砌有壸门两个，束腰上部为

平座斗拱承托着几何、花草图案的栏杆、

栏板，最上面是三层砖雕仰莲包围着一层

塔身，一层塔身最高大，南、东、西、北

方向各有一个假门，其余四面平素。南面

假门上有“天宫寺塔”四个大字，北面假

门上有“极乐”二字。八个转角处为砖雕

盘龙倚柱，普柏枋之上为仿木五铺作砖雕

斗拱，转角的斜拱与山西应县木塔转角斗

拱相似，上部各檐和塔刹也是砖叠涩而

成。宝顶为红铜渗金，重铸于清康熙年

间。塔檐上部有两个塔腔，在修缮过程中

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

天宫寺塔塔腔的发现，打破了过去学

术界认为辽、金时期密檐塔是实心的说

法，为建筑史增添了新的资料。工作人员

在维修该塔时在塔体内发现的完整建筑构

件，对研究和复原辽代塔基座提供了可靠

依据。天宫寺塔的拱眼壁及拱子上用饕餮

纹的做法也是罕见，宋 《营造法式》 规定

斗拱及拱眼壁上全都绘花卉，绘饕餮纹的

在建筑上不多见，唯独天津蓟州区白塔拱

眼壁绘有饕餮纹而拱子无雕饰，两塔可以

互相印证。

珍贵文物再现历史文化

天宫寺塔是丰润浭阳古城悠久历史、

灿烂文化和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象

征。天宫寺塔造型优美，雕工细致，虽历

代屡有修缮，但在整体造型和局部手法上

依然表现了辽代密檐砖塔的建筑风格，是

研究中国古代佛塔的重要实例。

天宫寺塔建成后各朝各代屡有修葺，

受寺僧管理。明嘉靖二十二年、清康熙十

六年对塔进行过大规模维修。1954 年天

宫寺改为学校后，天宫寺塔由丰润县教育

科进行管理和看护，1955 年对塔进行了

维修。1956 年确定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

位，1956 年开始由丰润县教育局进行管

理。1958 年拆除寺庙殿堂后，由丰润县

委文教卫生部进行管理。1983 年县文教

局成立文物管理所，由文管所专门进行保

护和管理，并长期雇用一名专职临时工进

行看护。1976 年，天宫寺塔在唐山大地

震中遭到严重破坏。1987 年至 1989 年 ，

丰润县文物管理所在河北省古建研究所专

家指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维修。2002 年丰

润区投资 1000 万元重新垒砌了塔台，拆

除了天宫寺塔周围的民居商企，建成了天

宫寺塔公园，由天宫寺塔公园管理处和丰

润区文物管理所共同进行维护和管理。

1987 年维修天宫寺塔时出土了珍贵

文物，其中包括国家一级文物 12 件、二

级文物 26 件、三级文物 33 件。一级文物

主要是佛经卷，用纸精细、刻板精美，为

辽代重熙、清宁、咸雍年间刻本。此外，

还有辽代石雕文殊骑狮造像、普贤骑象造

像。二级文物主要有辽释迦说法铜造像和

辽代砖雕精品。三级文物主要有明代铜

像、明代瓷器、辽代圆形铜盒和辽代砖雕

等。塔内出土的佛经除三卷为卷子本外，

其他皆为蝴蝶装，在蝴蝶本的经册中，有

的用磁青纸或深兰团花绸作封面，并贴有

墨印经名书签；有的经书制有函套。这些

实物，对研究我国古代书籍装订形式的演

变有重要价值。辽代崇奉佛教，但长期以

来未见辽代刻经，更未见辽代刻书。天宫

寺塔发现的辽代经卷，多刻于燕京且有承

办雕版的寺名及有关人员题名，尤其是

很 多 经 本 首 尾 俱 全 ， 多 数 为 首 次 发 现 ，

具有重大价值。天宫寺塔和所出土的文物

对研究辽代历史、宗教、纸张生产、雕版

印刷以及当时燕京的历史文化都具有重

要意义。

塔下尽享惬意生活

天宫寺塔历经千年仍保持旺盛的生命

力，与北国的天地山川相辉映，见证着丰

润历史的变迁。

清晨，朝霞照映在塔身上，整个宝塔

金碧辉煌，再加上青砖古物的映衬，形成

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这就是著名的丰润八

景之宝塔玲珑的景观。精美的砖雕，鎏金

的宝顶，串串塔铃在风中悠扬舞动，回响

着历史的金戈铁马。

历经千年的雨打风吹，经历了那场毁

灭性的唐山大地震，磨砺了古塔威武不

屈、岿然不动的傲骨。天宫寺塔昂首挺

胸，千年如一日地挺拔远眺，这正是日益

进取、永攀高峰的丰润精神的象征。

天宫寺塔历经千年，历代屡有修缮，

在整体造型和局部手法上依然表现了辽代

密檐砖塔的建筑风格，是研究中国古代佛

塔的重要实例。地标性的古塔雄姿把美丽

的自然景观与浓重的佛学文化有机地结合

起来，既表现出古建奇观的俊秀壮观、清

新神秘，又大力弘扬了地域历史文化。

天宫寺塔公园，以古塔为中心，草

坪、水榭、碑林，如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充分体现了传统与现代、文化与休闲的融

合。古塔下，人们弹琴歌唱、扭着秧歌，

老人谈笑下棋，孩童嬉戏玩耍，在这里享

受惬意的生活。天宫寺塔和当地百姓的日

常生活融为一体，百姓也更加热爱这处文

物古迹。外地游客纷纷慕名而来，感受天

宫寺塔的厚重历史和精彩故事。

玲珑宝塔高耸入云，驻足于古塔下，

不禁令人胸襟开阔、心旷神怡，喧嚣烦躁

的心灵也随之变得宁静清纯、从容大度。

傲骨雄风的天宫寺塔，像一位无言的智

者、伟岸的英雄，把一股浩然正气、千里

雄风播撒在辽阔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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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宫寺塔：

挺立千年的玲珑宝塔
□ 记者 赵欣 通讯员 国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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