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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9 日，“栋梁——梁思成林徽
因学术文献展”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
和太原千渡长江美术 馆 开 展 。 该 展
分 为“ 营 造 学 社 ”“ 求 学 ”“ 规 划 与 保
护”“建筑设计”“建筑教育”五个主要
单元，有近 400 件(组)展品，包括由手
稿 、图 纸 、草 图 、测 绘 稿 、打 字 稿 、档
案、证书、著作早期刊本、影像、录音
等 构 成 的 珍 贵 文 献 原 件 与 高 仿 复 制
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
纪 念 馆 藏 历 史 照 片 和 梁 思 成 亲 属 提
供的照片等。其中，今年 5 月美国宾
夕 法 尼 亚 大 学 为 林 徽 因 补 发 的 建 筑
学学士学位证书、1937 年林徽因测绘
佛光寺测稿，以及梁思成、林徽因的
水彩画等文献也是首次展出。

此次展出让我们从多角度、多层
面看到了真实、立体的梁思成、林徽
因，置身场馆，一幅幅照片呈现的仿
佛 是 一 场 梁 思 成 、林 徽 因 与 观 众 的
对 话 ，他 们 在 向 观 众 讲 述 着 一 段 段
中 国 建 筑 史 。 而 观 众 的“ 倾 听 ”与

“ 对 望 ”又 为 这 种 沉 浸 式 体 验 增 添
了 无 限 观 展 乐 趣 。 重 回“ 梁 林 ”现
场 ，让 我 们 在 古 建 时 光 中 一 点 点 地
感 受 梁 思 成 、林 徽 因 为 中 国 建 筑 史
做 出 的 巨 大 贡 献 。 美 术 馆 设 计 风
格 也 很 有 格 调 ，从 顶 部 射 进 一 束

光 ，照 在 一 个 古 建 模 型 之 上 ，观 众
抬 头 望 去 ，这 分 明 是 一 束 中 国 古 建
之 光 ，照 亮 每 一 名 观 众 的 心 田 。 移
步 馆 内 ，宽 敞 明 亮 的 展 览 布 局 ，心
灵 澄 澈 的 观 展 体 验 ，从 照 片 到 文
献 ，从 手 稿 到 测 绘 图 纸 ，从 影 像 到
录 音 ，每 一 位 观 众 无 不 为 梁 思 成 、
林 徽 因 的 古 建 考 察 之 旅 深 深 感
动 。 专 程 从 北 京 来 到 太 原 观 展 的
杨 女 士 说 ：“ 我 喜 欢 这 样 的 展 览 ，从
二 楼 到 三 楼 ，一 次 次 地 驻 足 馆 内 ，
看 着 一 幅 幅 照 片 ，一 张 张 手 绘 草
稿 ，从 梁 思 成 、林 徽 因 早 年 间 的 求
学 经 历 ，到 回 国 后 对 中 国 古 建 筑 的
实 地 考 察 和 研 究 ，再 到 后 来 的 建 筑
设 计 与 理 论 创 新 ，每 一 个 阶 段 都 有
详细的文献资料和实物展示。我从心
底发出由衷的敬佩之情。”

在现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外孙女
于葵看着眼前熟悉的手迹，不禁流露出
怀念与敬仰之情。“很多内容非常真实，
能让人走近梁林，更加了解他们的事业，
一起热爱古建筑，热爱山西。”于葵说。

在梁思成、林徽因的孙子梁鉴看
来，建筑文化遗产能够代表一个民族
的文化，梁思成、林徽因不但是建筑学
家，还是艺术史家，“这是一个坐冷板
凳的研究，梁林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

坚持并做出成绩，希望我们依然能沿
着他们的精神继续前进”。

据了解，从 2021 年起，“栋梁——
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从清华大
学艺术博物馆开启巡展之路，之后巡
展的路径，都是沿着梁思成和林徽因
事业的足迹而开展。“栋梁”山西展所
展现的部分内容，就是重走“梁林”路
中的重要路段。

7月 2日，梁思成、林徽因曾孙女梁
周洋沿着先辈足迹，走进华严寺、善化
寺、云冈石窟和梁思成纪念馆，感受先
辈与大同的渊源，领悟大同古建之美。

在华严寺，专业人员向梁周洋讲
述 了 当 年 梁思成一行调查华严寺建
筑的情景，那神态灵动的鸱吻、美轮
美奂的平棊和藻井、端庄秀丽的合掌
露齿菩萨，以及被梁思成誉为“海内孤
品”的重楼式小木作壁藏及天宫楼阁
等，让梁周洋感到了大同华严寺的独
特神韵。

梁 思 成 、林 徽 因 曾 在《大 同 古 建
筑调査报告》中，盛赞善化寺：“其大
殿、普贤阁、三圣殿、山门四处均为辽
金二代遗构，不意一寺之内，获若许
多珍贵文物，非始所料。”善化寺坐北
朝南，琉璃照壁、山门、三圣殿、大雄
宝 殿 在 中 轴 线 上 渐 次 展 开 、高 低 错

落，主次分明。在善化寺，梁周洋感
到 这 里 的 辽 金 建 筑 有 着 很 深 的 文 化
内 涵 。 一 张 当 年 梁 思 成 爬 到 普 贤 阁
阁楼顶部进行测量的照片，又让梁周
洋感怀不已，“先辈对古建的执著探
求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梁周洋说。

在云冈石窟，梁周洋了解了石窟
开凿历史，从取石痕迹和开凿步骤等
方 面 感 悟 出 古 人 精 湛 的 雕 刻 技 艺 。
在 可 移 动 文 物 修 复 室 、壁 画 文 物 修
复室、数字化保护中心展厅，梁周洋
了 解 了 文 物 修 复 过 程 和 3D 打 印 原
理，并现场体验了沉浸式 VR 多媒体
技 术 。 驻 足 第 39 窟 前 ，梁 周 洋 注 视
着塔柱，时光仿佛在那一刻定格。漫
步第 20 窟大佛前，梁周洋感受到当年
曾 祖 父 母 梁 思 成 林 徽 因 翻 山 越 岭 遇
见石窟的艰难险阻。如今，她看到了
一束光，照耀着她继续走好古建保护
之路。

在梁思成纪念馆，梁周洋参观了
馆内展陈的有关梁思成、林徽因的大
量文字、图片、书籍。站在梁思成和
林徽因的塑像前，她注视良久，感怀
先辈与大同的渊源。

据悉，梁周洋于 2015 年加入北京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目前担任世界建
筑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专注于古建
筑保护和教育工作。此次来到大同，
旨在通过重走“梁林”路，循着先辈足
迹，感受先辈心境，继承先辈治学理
念和精神。活动以晋祠为起点，经五
台山佛光寺，朔州崇福寺、应县木塔
等 地 ，第 4 站 来 到 大 同 。 梁 周 洋 说 ：

“重走‘梁林’路，让我对古建筑保护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更加坚定
了 我 从 事 古 建 筑 保 护 和 修 复 工 作 的
决心，也希望能够为这项事业出一份
力。”

重 回“ 梁 林 ”现 场 ，回 望 古 建 时
光 。 从 太 原 到 大 同 ，这 是 一 种 致 敬
先 辈 并 激 励 自 己 的 行 动 。 对 于 梁 周
洋 而 言 ，对 于 每 一 位 热 爱 传 统 文 化
的 人 而 言 ，回 到 现 场 ，是 对 梁 思 成 、
林 徽 因 最 好 的 纪 念 方 式 。 山 西古建
筑在全国名列前茅，让更多的国际人
士都来山西了解古建筑，这也是对重
走“梁林”路的一种传承，而大同，也不
例外。

重回“梁林”现场 回望古建时光
本报记者 赵永宏

本报讯 （记 者 李炯） 6 月 11 日
至 7 月 1 日，云州区举办了“清风廉
韵 润 云 州 ” 廉 政 图 画 展 ， 现 场 共 展
出 清 廉 题 材 年 画 、 宣 传 画 、 电 影 海
报 98 幅，剪纸作品 40 幅，清廉书画
作品 6 幅，古代清官廉史连环画 120
册，三晋先锋连环画册 50 册，当代
英雄、时代楷模连环画 120 册。此次
展 览 旨 在 通 过 传 统 书 画 艺 术 形 式 ，
深入传播廉洁文化，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自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营造

“思想育廉、文化润廉”的良好氛围，为推
进清 廉 云 州 建 设 增 添 新 动 能 。

展 览 现 场 ， 一 幅 幅 精 美的廉政
图画作品吸引了干部群众驻足观赏。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党员干部边走边

看，耐心品味,感受一幅幅作品所传
递的崇廉尚洁的价值理念，并相互交
流想法和感悟。通过此次展览，党员
干部们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和生
活中，将牢记党的宗旨、加强党性修
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做
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争做人
民群众满意的好干部。

据 了 解 ， 20 余 天 里 ， 共 接 待 来
自 全 区 各 乡 镇 近 百 家 党 政 企 事 业 单
位 5000 余人观展。

据 悉 ， 本 次 展 览 由 云 州 区 委 、
区 政 府 主 办 ， 云 州 区 委 宣 传 部 、 区
纪 委 监 委 、 区 委 办 、 区 政 府 办 、 区
国 防 教 育 办 承 办 ， 云 州 区 档 案 馆 和
大 同 市 连 环 画 收 藏 促 进 会 协 办 。

云州区“清风廉韵润云州”廉政图画展落幕

2022 年 1 月 30 日，是个难忘的日
子。壬寅年的前一 天 ，我 的 文 章 和
篆 刻 作 品 登 在《大 同 日 报》的 云 冈
副 刊 版 上 ，真 是 欣 喜 万 分 ，无 上 光
荣 。

《大 同 日 报》在 我 心 中 一 直 是
很 珍 贵 的 读 物 ，权 威 且 重 要 。 初 中
时 ，老 师 让 我 们 收 集 新 闻 ，每 天 十
条 ，所 以 每 天 晚 上 放 学 回 家 后 ，边
吃 晚 饭 边 看 中 央 电 视 台 一 套《新 闻
联 播》节 目 ，然 后 再 细 细 品 读《大 同
日 报》，报 上 有 重 要 新 闻 都 会 摘 抄
下 来 ，有 国 之 大 事 ，比 如 香 港 回 归 、
澳 门 回 归 ，则 整 张 报 纸 都 会 收 藏 起
来 。 发 现 感 兴 趣 的 文 学 作 品 或 者
喜 欢 的 图 片 ，写 完 作 业 或 者 周 末 就
会 细 心 地 剪 下 来 并 小 心 翼 翼 地 装
进 收 纳 册 里 。 收 纳 册 里 的 剪 报 有
摄 影 作 品 、绘 画 雕 塑 ，也 有 书 法 篆
刻 作 品 ，空 闲 时 间 拿 出 来 翻 翻 别 有
一 番 乐 趣 ，也 许 从 那 时 起 就 潜 移 默

化 地 喜 欢 上 了 诗 书 画 印 。
读《大 同 日 报》已 经 是 习 惯 ，每

日 读 报 剪 报 也 成 了 趣 事 一 件 ，直 到
上 大 学 离 开 大 同 ，才 中 断 了 这 个 习
惯 。

在 2021 年 大 同 市 三 八 妇 女 节
书 画 展 上 ，认 识 了《大 同 日 报》的 杨
刚 老 师 与 贺 英 老 师 ，两 位 老 师 对 我
的 篆 刻 作 品 很 感 兴 趣 ，我 们 一 起 交
流 了 每 方 印 的 创 作 思 路 和 呈 现 效
果 ，并 希 望 以 后 有 机 会 到 我 的 工 作
室 进 一 步 了 解 我 的 篆 刻 。 2021 年
岁 末 ，他 们 问 我 有 没 有 兴 趣 刻 两 方

新 年 吉 语 印 ，再 配 一 篇 文 章 ，希 望
让 更 多 的 读 者 了 解 篆 刻 、认 识 篆 刻
之 美 。 我 平 时 不 善 言 辞 ，也 没 有 在
这 么 重 要 的 媒 体 上 发 表 过 文 章 ，但
机 会 难 得 ，我 确 实 想 试 试 ，我 参 考
了 吉 语 印 有 关 书 籍 ，最 终 确 定 两 方
印 文 内 容 ：“ 有 万 喜 ”“ 壬 寅 大 吉 ”。
瓦 当 在 古 代 有 保 护 与 祈 福 的 美 好
寓 意 ，“ 有 万 喜 ”拟 瓦 当 形 和 意 来 设
计 。“ 壬 寅 大 吉 ”取 陈 巨 来 细 朱 文 风
格 ，通 过 设 计 印 稿 、上 石 、刻 印 、盖
印 、再 修 改 、再 盖 ，两 方 印 章 刻 治 完
成 ，也 达 到 了 比 较 满 意 的 效 果 。 至

于 文 章 ，本 着 专 业 谨 慎 的 态 度 ，又
参 考 了 一 些 篆 刻 专 业 书 籍 ，就 有 了
开 头 那 一 幕 。

有 了 这 一 次 的 投 稿 经 历 ，有 报
社 老 师 的 肯 定 ，有 身 边 朋 友 们 的 鼓
励 ，我 对 自 己 的 作 品 有 了 更 多 信
心 。 在 接 下 来 的 日 子 里 ，在《大 同
日 报》云 冈 副 刊 版 ，我 陆 续 发 表 了
2022 年 北 京 冬 奥 会 吉 祥 物 冰 墩 墩
和 雪 容 融 肖 形 印 ，大 同 新 名 片 之

“ 文 化 大 同 ”“ 文 明 大 同 ”“ 微 笑 大
同 ”三 方 组 印 ，第 一 届 大 同 好 礼 文
化 旅 游 创 意 大 赛 优 秀 作 品“ 云 冈 壮

景 ”的 八 方 组 印（“凿石开山”“因岩结
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
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
眺 ”），还 写 了 一 篇 文 章《治 印 云 冈 壮
景》。

从不敢写文章，到认真查资料写
文章，我终于突破自己。去年年底，我
为大同日报传媒集团的文创日历《字
见大同》治印，选用小篆入印，参考了
近代浙派印风，朱文白文设计了十几
稿 ，又 几 番 修 改 ，采 用“ 切 刀 法 ”，加
入 满 白 文 汉 印 的 特 点 ，刻 出 古 拙 味
道，最终刻成了一方“字见大同”。今

年 春 节 期 间 ，又 发 表 了 两 方 贺 岁 印 ，
白文“有龙则灵”、朱文“游龙”，一方
一圆，代表吉祥如意，和谐统一。

《大 同 日 报》陪 伴 了 我 的 青 少 年
时光，也见证了我在书法篆刻道路上
的成长和进步。现在，书法篆刻已融
入到我的生活和生命中，是每日不可
或缺的营养餐。我能如此幸运，要特
别感谢与《大同日报》的缘分，她是师
亦 是 友 ，一 路 无 声 相 伴 ，一 路 撞 击 心
房。

《大同日报》迎来 75 华诞，我发自
内心祝福这个城市的文化符号，也感
念 一 代 代 报 人 的 默 默 奉 献 。 情 溢 于
方 寸 ，我 精 心 刻 治 了 两 方 四 厘 米 印
章，“一纸风行”“向云而生”。从一纸
风 行 到向云而生，《大同日报》风华正
茂，心怀党和人民，记录伟大时代，用
笔和镜头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大同故
事。走过 75 年不平凡岁月，《大同日
报》注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石 上 缘 分
王情华

藏在 《大同日报》里的时光鲜艳晶
亮。回忆与日报在一 起 的 日 子 温 馨 而
甜 美 ， 朴 实 无 华 的 日 报 ， 弥 漫 着 沁
人心脾的馨香。《大同日报》 一直住
在 我 们 的 记 忆 里 ， 一 直 奔 跑 在 我 们
的 记 忆 里 ， 在 美 丽 的 时 光 里 散 发 着
久久的光芒。

回 忆 剥 落 ， 很 多 时 候 我 们 会 觉
得 ， 过 去 的 日 子 并 没 有 真 正 离 开 我
们 。 岁 月 如 河 ， 淙 淙 流 淌 ， 无 论 是
如 小 溪 潺 潺 吟 唱 ， 还 是 如 洪 峰 泥 沙
滚 滚 ， 印 象 中 父 亲 总 像 一 座 思 考 着
的 雕 像 ， 常 常 捧 《大 同 日 报》 在
读 。 我 的 父 亲 是 20 世 纪 40 年 代 人 ，
原 大 同 县 （今 云 州 区） 三 中 毕 业 ，
由 于 家 庭 贫 困 不 得 不 辍 学 回 家 务
农 。 虽 然 离 开 了 心 爱 的 学 堂 ， 但 父

亲 聪 明 好 学 ， 依 然 喜 爱 读 书 学 习 ，
读 报 是 父 亲 唯 一 的 爱 好 。 在 那 个 贫
苦 的 年 代 ， 父 亲 一 年 四 季 辛 苦 劳
作 ， 耕 地 、 秋 收 、 养 羊 、 喂 鸡 ……
还 要 辅 导 我 们 学 习 ， 父 亲 就 像 陀 螺
一 样 不 停 忙 碌 。 稍 有 闲 暇 时 刻 ， 父
亲 就 会 到 村 支 部 或 学 校 找 来 旧 报
纸 ， 捧 着 《大 同 日 报》 等 报 纸 读 。

《大 同 日 报》 中 到 底 有 什 么 好 东 西
呢？带着疑问，孩童时的我常常让父
亲给我们讲报纸中的故事。父亲就一
天 一 个 故 事 ， 给 我 们 讲 姜 子 牙 的 故
事，讲哪吒闹海的故事，讲鲁智深倒
拔垂杨柳 的 故 事 …… 讲 完 一 个 又 一
个 ， 父 亲 有 讲 不 完 的 小 故 事 。 在 读
报 中 ， 父 亲 获 得 了 更 多 新 鲜 丰 富 的
文 学 知 识 ， 心 灵 受 到 了 文 学 的 滋

养 ， 后 来 在 考 试 中 脱 颖 而 出 ， 成 为
一 名 民 办 乡 村 教 师 。 而 我 ， 则 分 享
了 父 亲 的 读 报 成 果 ， 父 亲 带 领 我 打
开 了 外 面 的 精 彩 世 界 ， 让 我 的 童 年
变 得 丰 富 多 彩 。

时 光 一 个 不 小 心 的 回 眸 ， 就 会
让 我 想 起 许 多 ， 也 看 见 读 《大 同
日 报》 的 我 。 从 小 受 父 亲 影 响 读
着 《大 同 日 报》 长 大 的 我 ， 对 报
纸 有 一 份 割 舍 不 掉 的 情 缘 ， 它 一
直 在 我 斑 驳 的 童 年 、 青 春 岁 月 的
回 忆 中 ， 随 时 晃 动 起 梦 呓 般 的 朦
胧 之 美 。 我 8 岁 的 时 候 ， 家 里 订 了
第 一 份 报 纸 ， 当 时 父 亲 订 的 就 是

《大 同 日 报》。 这 份 报 辗 转 从 大 同
转 到 县 城 ， 再 送 到 乡 里 ， 由 邮 递
员 骑 着 自 行 车 一 个 村 一 个 村 地 送

过 来 ， 往 往 已 经 是 三 四 天 以 后
了 。 但 是 这 份 过 期 的 报 纸 却 给 我
们 带 来 了 一 个 新 奇 的 世 界 ， 看 惯
蓝 天 白 云 ， 每 天 与 小 伙 伴 一 起 尽
情 疯 玩 的 农 村 孩 子 ， 在 报 纸 上 看
到 了 不 一 样 的 市 井 生 活 。 每 年 暑
假 是 黄 花 采 摘 最 忙 的 时 候 ， 为 了
我 们 上 学 ， 父 亲 从 早 到 晚 忙 碌
着 ， 我 们 小 孩 子 也 把 家 务 分 工 开
来 ， 才 读 一 年 级 的 我 分 到 的 家 务
是 管 理 报 纸 、 打 扫 屋 子 、 浇 菜
园 。 夏 日 午 后 ， 烈 日 炎 炎 ， 我 尽
责 地 等 在 门 口 ， 从 汗 流 浃 背 的 邮
递 员 叔 叔 手 里 拿 到 报 纸 ， 然 后 把
一 沓 报 纸 拆 分 开 来 ， 家 里 一 人 一
张 ， 看 完 后 互 换 。 最 后 ， 把 我 们
看 完 的 报 纸 整 齐 地 收 拾 好 ， 等 晚

上 父 亲 有 空 时 拿 给 父 亲 看 。 每 天
放 学 ， 做 完 作 业 ， 我 就 拿 出 一 张

《大 同 日 报》 认 真 地 读 ， 初 看 那 些
似 懂 非 懂 的 时 政 新 闻 更 是 让 我 们
肃 然 起 敬 ， 但 是 我 又 会 从 形 声 上
想 象 ， 给 读 报 增 添 了 不 少 乐 趣 。
直 到 现 在 ， 看 到 陌 生 的 文 字 ， 我
还 是 喜 欢 费 劲 地 去 猜 测 一 番 。 慢
慢 地 ， 我 学 会 了 很 多 字 ， 也 能 一
知 半 解 地 读 报了，那时的 《大同日
报》 好 像 为 我 打 开 了 一 个 未 知 世 界
的 大 门 ， 我 在 门 外 张 望 探 究 ， 度 过
了与别人不一样的少年时期。

在 手 机 阅 读 时 代 ， 报 纸 里 的 内
容 都 是 我 身 边 耳 熟 能 详 的 事 情 ， 世
界 于 我 也 不 再 新 奇 。 但 是 ，《大 同
日 报》 却 在 不 知 不 觉 中 成 为 我 生 活

中 的 一 分 子 。 连 我 自 己 都 不 知 道 ，
我 的 内 心 如 此 依 赖 着 一 份 报 纸 。 也
许 ， 人 生 中 很 多 日 日 相 伴 的 东 西 ，
虽 然 微 小 平 常 ， 却 在 我 们 的 内 心 刻
下 烙 印 ， 任 凭 世 事 变 幻 ， 心 中 总 有
那 么 一 个 角 落 存 留 着 最 稚 朴 古 老 的
印 记 ， 抹 不 去 ， 不 忍 抹 去 。 现 在 ，
父 亲 已 经 70 多 岁 ， 他 依 然 喜 欢 阅
读 纸 质 书 籍 报 刊 ， 还 常 去 村 委 会 读

《大 同 日 报》， 和 朋 友 们 聊 天 讨 论 时
事 ， 对 读 报 的 热 情 丝 毫 未 减 。 每 次
来 看 望 父 亲 ， 我 总 能 看 到 父 亲 捧 报
阅 读 的 情 景 。 在 宽 敞 的 农 家 小 院
里 ， 阳 光 洒 在 父 亲 的 身 上 ， 父 亲 手
捧 一 张 《大 同 日 报》 在 葡 萄 架 下 细
细 阅 读 ， 时 不 时 讲 给 我 们 听 ， 那 画
面 温 暖 又 宁 静 。

我与父亲共读《大同日报》
胡日英

图为“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展览现场。 赵永宏 摄展厅内的巨幅资料图片《林
徽因在云冈石窟》。赵永宏 摄

本报讯（记者 赵小霞）日前，山西
大同大学中医药健康服务学院“三下
乡”黄芪调研社会实践团 20 余人来到
全国“正北芪”原产地——浑源县进行
暑期社会实践，对“道地药材黄芪”进
行实地调研。

实践队员深入浑源县千佛岭乡黄
芪 千 亩 种 植 基 地 ，从 黄 芪 的 种 植 、采
收、分拣、切片、药材深加工等进行产
学研实地调研。

在浑源黄芪文化园，实践队员徜
徉在展馆，厚重的中药文化气息扑面
而来。入口处，一张完整的黄芪植株

图呈现在实践队员的眼前，各种字体
的“国药芪珍”体现了恒山黄芪在中药
文化上的独特地位。“初识黄芪”展台
上的文献将黄芪的前世今生、发展沿
革、药食价值等清晰地展示出来，循着
这些记载，一幅恒山芪农培植、刨挖、
加工黄芪的图景徐徐展开。

山西大同大学中医药健康服务学
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黄芪调研团
成员调研结束后，学院博士团队和相
关教师将做好分组调研报告，为大同
市黄芪产业发展和中医药传承发展贡
献高校智慧。

中医学子开展“道地药材黄芪”实践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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