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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红色资源，推动莞香文化走出去

大岭山全域旅游焕发活力东莞市大岭山镇，不仅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
东江纵队革命根据地，具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还是莞香制作技艺的重要源头和主要产区。近年
来，该镇围绕这些独具特色的自然和人文资源，通
过传承与发展，活化红色资源，推动莞香文化走出
去；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探索具有大岭山特色的全
域旅游模式和路径。

大岭山镇是著名的革命老
区、东江纵队的摇篮，传承着宝
贵的红色基因。该镇的红色文
化每年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
参观学习。其中，大岭山抗日根
据地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也是华南地区目前保存最
为完好、规模最大、历史风貌最
为完整的抗日根据地旧址。

近年来，大岭山镇对革命
遗址保护的同时也在不断活化
利用。其中，投资 500 多万元
着重做好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旧
址红色氛围提升工程。现在的
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旧址，各种
绿植整齐有致，绿化带中间的
红色主题雕塑栩栩如生，红色
美丽乡村牌坊高大醒目，墙壁
上还有各类优美、逼真的主题
彩绘，吸引着游客驻足观赏。

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则是
依托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旧址建
成，于2005年开馆，是广东省规
模最大、设置水平最高的遗址类
抗日战争专题博物馆，在深化爱
国主义教育成果、弘扬红色革命
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宣
传拓展部主任张俊介绍，纪念
馆还充分利用“全国青少年教
育基地”这一载体，进行东纵历
史、红色文化教育，组织针对不
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的教育活
动。其中就有面向小学生的

“东纵小战士”红色夏令营活
动、针对中学生的“东纵第二课
堂——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馆校合作教育实践活动、针对
大学生的“东纵联大——共建
高校联合系列活动”等。

除了对文物进行保护和活
化利用，大岭山镇还注重对文
献资料的收集与收藏，并将这
些文献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展
现给市民。6 月 28 日上午，位
于大岭山图书馆的“大岭山之
歌”红色文化展示中心正式揭
牌启用。

“东纵红色文献特色数据
库”是该展示中心的一大亮点，
展示中心将东纵文献资料，包

括文字、老照片、影
视资料、图片等进
行数字化扫描和呈
现，让文献中的故

事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
大岭山镇党委委员叶淑帆

表示：“大岭山镇作为东纵抗日
根据地旧址所在地，肩负着特
殊的使命和担当，更有责任将
红色文化传承好、发扬好。”

据大岭山图书馆馆长王景
发介绍，截至目前，大岭山图书
馆基本建立起覆盖面广、类型
多样、特色鲜明、具有一定规模
的东纵文献特藏，共有图书、老
照片、信件、内部资料等纸质文
献 1407 件，电子图书、电子图
片、音视频、电子文档等数字资
源9355份。

鸡翅岭村是莞香制作技艺
的重要源头和莞香种植主要产
区。一直以来，该村坚持以香立
村、以村传香、以香兴农，高标准
规划建设特色精品示范村，创建
现代“香”村。2008 年，鸡翅岭
村被授予“广东省莞香（女儿香）
文化之乡”，2019 年“莞香培植
与开凿（传统手工技艺）”入选

“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近年来，大岭山在莞香文化
传承的基础上，还在莞香生态种
植、加工制作、科研开发、鉴定检
测、交易展览、旅游研学等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积极构建种香、

采香、制香、售香完整产业链，种
香、寻香，山林、流水、蓝天、行人
构成一幅小镇乡野的幸福图
景。实现“文化+产业”的比翼齐
飞，助推乡村振兴。

2014年，大岭山莞香制作技
艺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8年，
大岭山“莞香小镇”被列入第一
批广东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对象。
莞香特色小镇涵盖大岭山莞香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园和莞香文化
博物馆两个基地，由广东尚正堂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

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莞香制作技艺传承人黄欧

介绍，莞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园占地 3400 亩，被评为广东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
范基地。园内有百年莞香母树
3000 多株，产优质莞香的老莞
香树6万多株，莞香树保有量达
10 万多株……保护园每年产出
优质莞香 1.5 吨以上，是莞香生
产的主要园区。

如今，莞香除了传统地用作
药材、熏香外，经过提炼后，还制
作出了美容护肤品、文创产品
等。黄欧希望未来通过和企业
的合作，加大力度推动莞香产品
和莞香文化“走出去”，擦亮莞香
文化品牌。

近年来，大岭山镇委、镇
政府持续打造“一红二源三
香”（“一红”指大岭山作为抗
日根据地革命老区，传承着宝
贵的红色基因；“二源”指大岭
山是东江纵队的重要策源地，
也是莞香制作技艺的重要源
头；“三香”指大岭山有醇甜的
荔香、智慧的书香、清幽的莞
香。）特色文化品牌，尤其是在
东莞建设文化强市的背景下，
以“七大文化”为支撑，充分利
用“红色文化”历史资源，让

“东纵精神”在年轻一代中薪
火相传，让红色血脉得到更好
地传承发展，大力推进文化事
业繁荣发展。

同时，大岭山还依托本地
资源发展文旅产业，积极开展
工业旅游、工业研学，推动文
化产业高质高效。实施“六个
一”赋能工程，借助露营文化，
进一步打造旅游新“爆点”，推
动全域旅游向纵深发展。依
托丰富的红色地标，以大岭山
抗日根据地和大岭红色美丽

乡村为重点，制作了手绘旅游
地图及电子地图，推出若干红
色文化线路，其中大岭山红色
研学路线被列入全市十条红
色文化旅游线路之一。

在大岭山镇，除人文历史
与现实情怀之外，吸引游人的
还有绿色生态景观。无论是
到大岭山森林公园的“石洞
溪”赏山水奇观，到“马山仙
境”品雅静野趣，到“杜鹃含
露”的马鞍山生态公园登高赏
花，还是到“飞鹅鹭影”的旧飞
鹅村湿地公园看碧水古村、观
白鹭青天，都能体会到不同的
惊喜。

此外，大岭山还将大力打
造“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大
岭山抗日根据地旧址-尚正
堂莞香特色小镇-烧鹅一条
街-大岭山图书馆红色展示
中心-鸡翅岭村-旧飞鹅村”
这条红色研学线路，激发全域
旅游发展活力，探索大岭山特
色的全域旅游创建模式和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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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东南部中心医院副院长阮永队：

让患者康复出院
是我最大的快乐

中医是中华
民族的瑰宝，记
录着中华民族长
期与疾病作斗争
的丰富经验和理
论知识。当下，
中医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在
东莞也涌现出一
批传承发展中医
学的医生，东莞
市东南部中心医
院副院长、主任
中医师阮永队就
是 其 中 之 一 。
他 师 承 全 国 著
名中医李可，临
床经验丰富，认
真 对 待 每 位 患
者，擅长用纯中
医方法治疗急危
重 症 及 疑 难 杂
症，为患者健康
保驾护航。

阮永队与中医结缘于自己
的亲身经历。阮永队小时候有
一次发高烧，浑身疼痛难受，卫
生所的医生给他开了几剂中
药。他喝完一剂中药，出一身汗
之后就立马退烧，疼痛随之消
失。“那时候，我觉得中药太神奇
了，立志成为一名中医治病救
人。”从此，他和中医就结下了不
解之缘。

自 1993 年从广州中医药大
学毕业以来，阮永队一直从事中
医临床工作。从医初期，他意识
到学校教育只是基础教育，所学
的中医知识只是“中医大海中的
一滴水”。2005年—2008年，他
多次去山西登门拜访全国著名
中医李可，并多次邀请李可来东
莞坐诊。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
次，是医院一位职工的父亲得了
肺心病，需长期多种西药物治
疗，但是疗效差。患者胸闷、气
喘明显，活动明显受限不能下床
行走，只能整天躺在床上。恰巧
碰到李可来莞坐诊，该职工请李
可为父亲看病。其父吃了三次
中药之后，气喘明显减轻竟能下
床走动。“通过这件事情，我决定
走纯中医治病的道路。”阮永队
说，2008 年，他们在塘厦举办了
一场国际中医学术培训班，主讲
人是李可，当时新加坡、马来西
亚、加拿大等世界各地的中医约
500人慕名而来，聆听李可的讲
座，“场面十分震撼，这让我更加
坚定走纯中医治疗之路。”

经过努力，阮永队最终如愿
以偿，拜李可为师，在李可的指导

下掌握纯中医的方法治疗急危重
症及各种疑难疾病。譬如，他懂
得中风是因为浊阴窃居于阳位，
所以需泄浊阴，补阳气。此外，他
拜全国著名文化学者刘明武为

师，从源头认识中医，从天文历法
论阴阳五行，夯实中医基础理
论。这两位老师对他的从医生涯
影响巨大，实践和理论相结合，让
他的中医医术得到提高。

疗效是检验一位中医医术
的“试金石”。从医多年的阮永
队，其纯中医治疗疗效得到了不
少患者称赞。据他回忆，曾经有
位70多岁的老太太得了脑膜瘤，
在广州先后做了三次手术。因术
后感染，患者全身浮肿，使用各种
抗生素却依然高烧不退，并出现
多脏器功能衰竭，不能进食，为此
医院 ICU下了病危通知书。为了
临终关怀，患者被转回东莞市东
南部中心医院的中医科。鉴于患
者当时的情况，阮永队开了一剂
中药“破格救心汤”，通过插胃管
将汤药送入患者体内。第一剂
后，患者的体温下降到38摄氏度，

这说明中医治疗有效果。接着服
第二剂后，患者退烧至 37 摄氏
度。持续五六天后，患者全身开
始消肿，睁开了眼睛，接着能站起
来，开始说话，最终康复出院。

这样的案例不止一个。此前
阮永队坐诊时来了一位奇怪的“患
者”，他不是来看病，而是求药方。
经过一番交谈获悉，该“患者”的父
亲脑出血，深圳大医院要求开颅手
术，但是老人有高血压、糖尿病等
多种基础病，手术风险很高，家属
不同意手术，老人被接回家就昏迷
在床。“患者”得知阮永队是李可的
徒弟，便拿着老人的检查报告，从
深圳赶到东莞塘厦找他开药方。

“我开了三剂中药，一天一剂。”阮
永队表示，可喜的是，第一天，老人
开始排便；第二天，老人可以吃流
食；第三天，阮永队亲自上门看诊
时，老人可以在家人搀扶之下从
卧室慢慢走出来。

阮永队表示，他在临床上擅
长治疗中风、肺病、急慢性心衰、
冠心病、肝胆病、肾病、糖尿病、
通风、肿瘤、免疫系统疾病等危重
症、疑难杂症。“面对危重症，通
过纯中医治疗，把原本并不抱希
望的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重新
点燃生的希望，每到这个时候，我
会特别有成就感和使命感。”他如
是说。

除了临床工作之外，阮永队
还是医院中医科学科带头人，带
领着科室发展壮大。他认为，科
室的发展，关键是人才，科室坚持
人才引进与培养相结合。为了培
养具有传统中医思维的临床人
才，科室十多年如一日，每周一请
广州中医药大学范登脉教授讲授
中医经典理论，并邀请全国著名
的中医名家到科室传经送宝，大
大提高了医护人员中医理论水平
及临床诊治能力。现在科室已经
建设了 5 个东莞市名医工作室，
一个李可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
室，培养了一批实用型铁杆中
医。目前中医学科有 8 名博士、
12 名硕士，18 人拥有高级职称，
形成了合理的人才梯队。另外，
成立了广东医科大学东莞中西医
结合研究国医院，设立了中医经

典、老年病、结直肠及康复四个专
科，即将开设针灸科及治未病
科。阮永队认为，学科的发展离
不开高水平的科研，要形成“临床
带动科研、科研促进临床”的良性
循环。

此外，阮永队致力于传承发
扬中医学。他在医院建立了“黄
帝内经书院”与“李可中医学术传
承基地”。他认为，《黄帝内经》是
中医经典理论的基础，李可是中
医治疗急危重症疑难杂病当代杰
出代表之一。历代名医经验告诉
我们，跟名师、读经典、做临床、多
交流、勤思考、常总结是中医成才
必由之路。他表示，他师父李可特
别强调回归中医经典，坚持使用
《伤寒论》方剂的真实剂量，并在长
期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救治急危重
症如何安全有效使用有毒中药的

宝贵经验。他在临床上继承了李
可这方面的治疗经验，在治疗大病
重病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为此，
他们科室坚持以解答中医难题为
突破口，将科室打造成中医治疗疑
难急危重症的基地。

在阮永队看来，对于中国医
生来说，拥有中医思维至关重要，
要始终坚持用中医思维指导临床
诊治疾病。只要使用中医思维，
借鉴使用现代各种先进的诊疗手
段与治疗技术，都是中医；反之，
如果使用的不是中医思维，即使
使用了中草药，也不是中医。现
代各种先进的治疗手段与治疗技
术，是中医望闻问切四诊与临床
诊疗技术的延伸。他表示：“看到
患者康复出院，是我最大的快乐，
能为复兴中医尽一份绵薄之力，
是我毕生的追求！”

擅长治疗疑难急危重症

致力于中医学传承发扬

师承名医学习纯中医疗法

承载红色记忆，传承发扬红色文化

活化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依托产地资源，擦亮莞香文化品牌

特色品牌推动全域旅游向纵深发展

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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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永队接诊患者

阮永队给患者做针灸治疗

阮永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