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腰椎病主要是由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
椎体滑脱等压迫相邻的神经根引起的各种病
症，患者常常感到腰部酸疼，坐骨神经疼，腿
脚麻木胀疼，腿软无力，走不成路，由于椎间
盘是无血管组织，现有药物很难进入病灶，导
致该类疾病久治不愈。

在云南临沧、腾冲地区，很多人都知道从
北京退休回乡的侯廷翰主任医师，自幼酷爱
中医，一生淡泊名利，找到他，只需用他研制
的“仙草活骨膏”贴敷几次，原来背着抬着进
来的，自己能走出去，当地民间广为流传。

患者孙先生2004年的腰椎间盘突出、椎
管狭窄，刚开始是腰疼、没多久臀部和腿也感
到疼痛麻木，逐渐发展到走不了几步路就得
停下休息，最后选择了手术，术后虽有减轻，

可好景不长，不到两年，又复发了，比上次更
加严重，没人帮忙，连床也下不去了…而采用
“仙草活骨膏”，第一天用上，第二天就有好
转，两个礼拜恢复正常生活…

“仙草活骨膏”独家采用现代生物低温浓
缩技术提取而成，内含大量生物活性酶，能够
进入组织深部与突出物发生连锁生化反应，
使之失水萎缩，体积变小，水肿粘连钙化增生
炎症消除，从而减轻对神经的压迫，达到标本
兼治的目的。

一个疗程只需15天。特注：本品低温技术
提取，不脏不流不易过敏，顽固患者谁用谁说好。
咨询电话：0551—2909886

销售地址：合肥养生大药房（三孝口邮局斜
对面）天健国药堂（大钟楼南门小学南20米）

人过四十岁以后，早早晚晚都会出现关
节不灵活，最初很多人不把它当回事，直到上
下楼关节疼痛，不敢使劲，久坐站起时关节僵
硬迈不动步，蹲不下，站不起，晨僵，走也疼，
坐也疼，关节积水肿胀甚至变形的时候才想
起治疗，却发现很多方法都不管用，医生建议
换关节。

老中医60年研制奇方专攻膝关节顽症
目前医学已探明，骨关节病，主要是关节软

骨退变,对关节保护作用降低,引发骨质增生、
滑膜炎、髌骨软化、半月板损伤等，几种疾病可
单独发生，也可相伴而生。

【仙草骨痛贴】是北京协和退休医师云南
籍教授侯廷翰依据“人间有种病，地上就有一
种草”的中医理念，以云南民间流传千年之久
的疗骨奇方为基础专门针对膝关节病研制而
成的新型特效黑膏药，患者只需按专业人员的
指导把产品贴敷在患处，疼痛很快就能缓解，

数日炎症消除，关节活动有力，坚持使用，软骨
逐步修复，滑膜组织恢复正常，关节爽利，上下
楼，逛公园，做家务，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既避
免了口服止痛药引起的胃肠不适、肝肾损害，
又避免了手术痛苦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刘先生左膝关节肿胀、疼痛，不能打弯，
拍片诊断为膝关节退行性变、骨质增生、滑膜
炎，严重时每月都要抽积液，一周打一次封
闭，不到六十岁就拄上了拐杖，不得已做了手
术，结果仍没有好转…痛苦之中，突然发现了
“仙草骨病贴”，用后次日就有效果，一个疗程
下来已能走五六里路,现在爬山，跑步都没有
任何问题，这令大叔全家都感到十分惊喜！

一个疗程18天,轻症患者仅需6盒，外地
免费邮寄，药到付款。

咨咨询专线：0551-2909886
销售地址：天健国药堂（大钟楼南门小学南

20米）合肥养生大药房（三孝口邮局斜对面）

膝关节病 治一个笑一个

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
云南民间 有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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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玲，合肥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包河

营业厅经理，国家电网特等劳模；2010年入

选“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称号；同年，也入

选了本报与合肥市妇联联合评选的“合肥百

年有影响的百名女性”……

1995 年，邓玲进入合肥供电公司，也

就在这一年，合肥供电公司成立了志愿者

服务队。

邓玲从零开始，学供电常识，练微机

操作，记各类电价……凭着一股不服输

的韧劲，很快就从一个新手成长为服务

窗口的一名行家里手，成为安徽省供电

系统第一个“会爬电线杆的女经理”，先

后被评为安徽省电力公司首席技师、首

批技能专家。

2003年，合肥供电公司决定，成立以邓

玲同志命名的“邓玲志愿者服务队”。邓玲

成为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

时年4月，正是谈“非”色变的时期，刚成

立不久的“邓玲志愿者服务队”了解到合肥

西园竹荫里191户人家想装电表，可又怕“非

典”，不愿意到营业厅来。

邓玲便带领志愿者们，放弃双休日，戴

上口罩和酒精棉球等防护用品，进入社区现

场办公……

2008年汶川地震灾情传来，“邓玲志愿

者服务队”开展了向汶川灾区献爱心活动，

捐款21060元，缴纳特殊团费4600元，71人

进行献血登记……

地震一周年之际，又开展了“向汶川灾

区学生献爱心六一关爱行动”，共231人捐款

27000元。

渐渐地，“邓玲志愿者服务队”的事迹越

传越广，知名度也越来越高；邓玲也成了老

百姓心中的“光明使者”、“知心大姐”。

“我总是想让志愿服务成为一种习惯。”

邓玲说，自己并没有考虑太多。

“我想我会一直做下去，不仅是现在工

作阶段，就算有一天不在工作岗位，志愿服

务也将一如既往。”邓玲说。

胸中有爱 温暖无限

“他看不到太阳的光辉，却给很多人

带来温暖；他看不到脚下的路，却帮助很

多人找到人生的方向……”2011年，他荣

膺安徽“十大新闻人物”，他就是扶贫助学

的盲人企业家、安徽凤阳县巨洋批发部经

理水巨洋。

“因为眼睛看不见，我也从没念过书，

自小我就靠着各种帮助和救助长大。”水

巨洋说，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助，也不会有

现在的自己。

身残志坚的水巨洋一直都很勤奋，凭

着睿智的头脑和良好的声誉，他在短短几

年中成为拥有千万资产的民营企业家。

水巨洋经济宽裕后，便时刻想着去帮

助他人，无论谁向他求助，他都会尽力而

为。只要听说哪里有孩子上不起学，水巨

洋都会义无反顾地出资捐助。

1995年，水巨洋首次资助凤阳7名小

学生，为他们一次性付清了五年的学杂费

每人每年400元。从此便一发不可收，至

2006 年，他先后资助 46 名大、中、小学

生。2009年，他又把6名品学兼优的贫困

高中生作为捐助对象。今年，他又资助了

5名贫困学生……

残疾家庭也是水巨洋主要帮扶的对

象之一。1995年的一次意外，凤阳县总铺

镇的王先宝全身瘫痪。年迈多病的老母，

幼小待哺的孩子，离家出走的妻子，王先

宝几度想到了死。水巨洋得知后，当即前

往看望，进门的一瞬间，难闻的气味就让

他感到了王先宝家的苦与难。他立即安

排人为王先宝家盖新瓦房……

因水巨洋乐善好施的名声远扬，慕名

而来的求助者众多。“我记不住他们的姓

名，我只记得，我帮助他们我很快乐。”水

巨洋说。

汶川地震，水巨洋第一时间捐款；玉

树地震，水巨洋又出现了……

“其实我也不是说有多少钱，但是看

到别人受苦，看到那些像我一样的残疾人

生活那么辛苦，他们的孩子上不起学，我

觉得不帮怎搞呢！”水巨洋告诉记者，他帮

助别人从来没想过回报，只是觉得帮他们

一把，他们的人生可能就会不一样。

现在，水巨洋的两个儿子都在国外念

书，一个在英国，一个在美国。“我正想着

动员我的后辈继续把公益事业做下去，我

活着一天就会努力创业，回报社会，可能

有一天我闭眼了，那我就真的不能再做

了。”水巨洋说。

京剧《沙家浜》里有位阿庆嫂，她既泼

辣又率直。在安徽合肥，也有一位“阿庆

嫂”，她叫吴大珍，也有股泼辣劲儿，不到

十年的时间，她从养鸭者变身农家乐“掌

门人”，每年营业额超过300万元。

去过大圩镇的人都记得，在十里渔场

的第一口鱼塘旁边有一座木质的建筑，古

色古香，有着浓郁的田园风情，这里就是

吴大珍的“工作地”。

2003年的一天，30多岁的吴大珍在

电视上看到养鸭致富的消息，她的心被拨

动了，第二天就跟家人商量在东大圩的水

塘里养几百只鸭子。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开始养鸭后，

吴大珍才发现养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光是鸭棚的温度就是一个细心活，“高了，

鸭子会被闷死；低了，小鸭子为了保暖挤

在一起，可能被压死。”虽然也经历过最初

的挫折，不过很快，吴大珍在丈夫的支持

下“淘”到了第一桶金。

渐渐地，吴大珍有一个新发现：鸭棚的

气味，打消了城里人来农村游玩的雅兴，而

且鸭棚也会污染邻居的生活。2003年大圩

举办了第一届菜花节，“农家乐的春天来了，

我可以搞一搞农家乐。”

然而，吴大珍的这个决定遭到了家里

大多数人的反对，毕竟养鸭收入很丰厚，

可是，她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推倒了赚

钱的鸭棚，将水塘改成垂钓中心，并烧起

大锅饭招揽城里客。

在谈到当初的决定时，吴大珍的话还

是透着一股“阿庆嫂”的劲儿，“其实我也

很不情愿放弃，不过我还是去尝试。”

300平方米的大厅内，一群服务员端出

一道道特色土菜，每逢节假日，这里总是客

满，阿庆嫂农庄吸引了不少城里人。现

在，吴大珍自家承包田里种的蔬菜能供应

饭店，还雇了十几个人帮忙，旺季一天毛

收入少说也有1.5万元,每年的营业额超

过300万元。

吴大珍的农家乐做得风生水起，她还

把自己养殖和经营的经验传给乡亲们，

“单打独斗不行，只有家家户户搞起农家

乐，才能让大圩的旅游氛围更浓。”

农家乐里走出的致富“掌门人”

□人物名片：

吴大珍 合肥大圩镇农家乐“掌门人”带动

整个大圩的农家乐

□人物心语：

只有家家户户搞起农家乐，才能让大圩的

旅游氛围更浓。

播撒爱心，种下温暖

□ 人物名片：

水巨洋 盲人民营企业家 热衷公益事业

□ 人物心语：

我正想着动员我的后辈继续把公益事业做下去。

她是老百姓心中的“光明使者”

□ 人物名片：

邓玲 合肥供电公司“邓玲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 人物心语：

我想让志愿服务成为一种习惯。

·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