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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伦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腊八似乎可
有可无。因为在它之前是“大如年”的冬
至，其后为万民所盼的春节。“吃了腊八
煮（粥），还有二十天零两宿”“嫚、嫚，你
别馋，过了腊八就过年”，流传的民谚，
让腊八成了不折不扣的“鸡肋”。
虽无足轻重，但应景的程序还是

少不了的，这天的标配是喝腊八粥。勤
劳的主妇们一般在头天晚上就将所需
材料备齐：大米、小米、黍米，花生、高
粱、黄豆、绿豆……食材虽琳琅满目，
但只能选八种同煮。至于为什么要这
样做，其说法各异，仅流传在崂山地区
的便有数个版本：
传说早年间有八个在人间管事的

小神，他们品行不端，臭味相投，经常
合伙祸害百姓。后被玉皇大帝察觉，遂

处以不给饭吃的惩罚。八人饿极了就
到人间抢米粥喝，惹得玉帝大怒，将其
打入阴曹地府变作小鬼。虽屡遭惩罚，
他们却仍不思悔改，不时溜出去偷鸡
摸狗。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便于腊八这
天将象征八个小鬼儿的八种粮食放在
一起熬成米粥，杀鸡儆猴，终绝后患。
腊八还与宗教有关。相传“真武

神”为潜心修炼远走他乡，得道成仙后
方回家探望双亲。母亲见多年未归的
儿子突然回来，高兴得不知该做什么
饭才好，情急之下，便将家中刚收获回
来的八种粮食掺在一块，熬了一锅粥
给他吃。因稀稠相间味道独特，遂延续
至今。另一说法是腊八这天为释迦牟
尼的成佛日，每到该日，寺院中便取五
谷杂粮煮粥供佛斋僧，施舍贫民，后传
入民间形成节日。
不过有个曾编入语文课本里的故

事似乎更接地气：古时候有夫妻俩对
独生子十分溺爱，使其养成了不劳而
食的惰性，长大后娶的媳妇也是好吃
懒做，小两口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的寄生虫生活。过了几年父母去世，二
人依然我行我素，最终坐吃山空，将家
产耗尽。腊八这天，家中已经断炊，夫
妻俩饿得眼冒金星，挣扎着爬起来打
扫了一下缸底囤边，共收集了八样粮
食熬粥果腹，不久于风雪交加中冻饿
而死。他俩死后邻人引以为鉴，于每年
这天煮粥食之，借此教育子女要吃苦
耐劳，勤俭持家。
大凡传统节日都有所禁忌，腊八亦

是如此。对那些口无遮拦的孩童，大人
们会反复叮咛：过了腊八就是年了，谁
再敢说“淡话（脏话）”就给他把嘴撕成
个“破口（豁嘴）”！另外，“冬不推，腊不
捣”也是流传在崂山地区的民间俚语。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冬至当日忌讳推磨，
腊八这天不能“捣粪”。究其来历，却没
人能够解释明白。我想，或许因春节临
近，若是将堆放于门前场院的农家肥扒
开进行摊晒的话，经久不散的秽气会影
响人们过年的快乐心境。因此将“捣粪”
列为禁忌，也就不难理解了。
“拖着腿，拉着腰，怎么也得等着
吃了那顿腊八糕（粥）。”这也是与腊八
有关的民谚，其释义有二：一是指人们
对腊八粥的向往，另一说法是指那些仍
在苟延残喘的苍蝇——— 这种令人讨厌
的昆虫，往往到了腊八仍不绝迹。不管
孰是孰非，在滴水成冰的冬日，清早起
来能够喝上一碗香甜醇厚、热气腾腾的
腊八粥，是贫困年代里对疲惫的身心莫
大的慰藉。不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种“幸福”早已变成一种回忆。也许
过不了多久，连回忆也终将消失。

□半岛记者 王永红 通讯员 姜
俊羽 报道

本报讯 凛冽寒冬，冷风肆
虐。但沙子口卫生院综合内科却温
暖如春，因为医务人员收到了这寒
冬中最好的礼物。
家住西九水的刘大爷，是卫

生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象，是
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从未进
行系统治疗。2019年8月份沙子
口街道开始实行失智老人免费发
放药品的惠民政策，家庭医生及
时与刘大爷家属取得联系，对患
者进行了一系列的评估并建立健
康档案，向患者家属细心讲解了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特点及需要
注意的事情，为刘大爷制订了具
体的诊疗方案，嘱咐家属一定要
按时给大爷用药。
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刘大爷的

病情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以前刘大
爷经常出现脾气暴躁甚至产生幻
觉的症状，如今已经很少出现这种
过激现象了。患者家属表示非常满
意及感谢，患者的儿子特地带来锦
旗，向医务人员表示真诚的谢意。

据了解，为呵护失智老人，减
少病痛折磨，减轻失智老人家庭
负担，沙子口街道2018年便启动
了关爱失智老人行动，在辖区内
筛查出90余名失智老人，将他们
纳入到家医签约服务对象中来，
2019年年初沙子口街道免费为
失智老人群体发放诊疗药物，尽
可能地延缓患者病情进展，恢复
受损的脑功能，提高老人们的生
活质量，大大减轻了病人的家庭
和社会负担。为了更好地让沙子
口街道居民享受普惠政策，2019
年沙子口卫生院在去年的基础上
将失智筛查人群扩充到 50岁以
上人群，总共筛查了近 8000人，
筛查出了 96名失智老人，目前，
辖区内已有 43名老人在沙子口
卫生院建立了健康档案，并纳入
家医签约服务对象，在接受家医
团队的病情评估、专家会诊之后，
专门为老人制订出治疗方案，并
对家庭成员照顾不方便的群体，
采取上门服务，如今 40多名老
人，用药效果良好，病情也都得到
了有效控制。

□半岛记者 王永红 通讯员 姜俊羽
报道

为提升广大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和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能力，作为
特殊群体，提高校园教职员工、师生、家长
们急救技能和健康科普知识水平，沙子口
卫生院急救科每年都会走进学校、幼儿
园，走上讲台，为这些特殊群体开展急救
知识宣传及急救技能培训活动。

作为院前急救人员，卫生院医务人
员会结合工作中的实际案例，通过实际
案例，让学员了解到应急救护“黄金四
分钟”的重要性，对如何拨打120急救电
话、意外伤害处置、预防溺水、一氧化碳
中毒识别与预防、异物梗塞、心肺复苏
等基本技能进行认真细致的理论培训，

并现场模拟演示了心肺复苏术、异物梗
塞急救操作，提高学员自救、互救能力，
掌握如何在第一时间作为“第一反应
者”为生命争取时间。

校园是应急救护知识传播与普
及的重要群体，沙子口卫生院承载辖
区近7万人口的卫生健康 、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紧急救援等工作，开展急救
培训进校园活动，旨在通过学校师生
的学习带动，让更多的人承担起学习
急救 、救护生命的社会责任，增强学
习和掌握应急救护知识的意识，营造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
会氛围。

传播和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
使人人都成为危急关头时的生命守护
者，爱心“救”在身边！

乡间记忆之·腊八

寒冬中收获最好礼物
沙子口卫生院医务人员寒冬中收到患者家属送来的锦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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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暖阳》 祝洪涛

患者家属为医护人员送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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