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山南，南山住着‘老神仙’”，在

太谷区，这是当地孩子们传唱的民谣。

山中有没有神仙没人知道，但南山脚下

却真实上演着中医药百年传承的佳

话。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来自中华老

字号“广誉远”的中药传统技艺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柳惠武。

柳惠武，生于1955年，山西太谷人，

中共党员，执业药师，是龟龄集、定坤丹

传统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也

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安宫牛黄丸制作技

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直到退休，他都

奋战在生产一线。如今，他虽已退居二

线，却仍孜孜以求，为中医药文化和广

誉远品牌的传播四处奔走。

柳惠武出生于制药世家，其父是制

药大师柳子俊。1970年，15岁的柳惠武

成为广誉远的一名临时工。在偌大的

制药厂，有一位懂制药的父亲，并不意

味着自己就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制药行

家。成长是一个千锤百炼的过程。入

厂后的柳惠武，向老药工们虚心请教。

广誉远多位老师傅和柳子俊师徒成了

他的师傅。

广誉远有一副对联“修合无人见，

存心有天知”。柳惠武解释说，古代，制

药的过程是没有人看到的，如果你偷工

减料，旁人一时难以察觉，但是老天爷

知道，也就是说，良心是制药之本。广

誉远制药古训因此而得。他多次给徒

弟们说：“做药和做饭一样，咱们要对得

起良心。所以，在选材、清洗、炮制等每

一个环节，都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来，

一点也不能马虎。”

广誉远制药坚持使用地道药材，品

质至上，从普通工人一步步干到车间主

任、厂领导，柳惠武从来没有离开过最

繁重琐碎的制药一线。很多人怕吃苦，

一旦找到了其他岗位，就立刻调离制药

岗。与之相反，柳惠武一天工作十几个

小时，制药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成

了名副其实的“老药工”。

与柳惠武相关的三款重量级中医

药，有着截然不同的功效和炮制技艺。

以龟龄集为例，龟龄集是国内存世最完

整的复方升炼技术活标本，从备料、辅

料制作、逐味炮制到粉碎、日晒、夜露，

再到炉顶升炼、出锅等制作流程极为繁

复。从选材上，它广集天上飞物如蜻

蜓，陆地逐物如鹿茸，水中游物如海马；

遍采植物根（熟地）、茎（锁阳）、叶（淫羊

藿）、花（丁香）、果（枸杞）；更有浅表矿

物（大青盐）和深层矿物（石燕），共计28

味，应天上二十八星宿，外归三才五行，

暗合九宫八卦。它的炮制涉及烧炭法、

火燔法、土埋法、银锅升炼、水浴法等，

前后历经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历

时九九八十一天。

时间和实践是检验与成就一名中

医药传承者的法宝，只有对中医药事

业心存执着的爱，才可能数十年如一

日地坚持。几十年时间，柳惠武从基

层药工到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实

现了中医药非遗技艺与文化的创新性

传承，他说：“当病人通过咱们的药调

理好了身体，我就会感到苦中有乐，乐

在其中。”

如今，柳惠武已是古稀之年，但他

仍然秉持“读书养才气，勤奋养运气，宽

厚养大气，淡泊养志气”的座右铭，以

“一生只为一事来”的内在精神，马不停

蹄地走在光大传统中医药文化的路上。

“老药工”柳惠武“一生只为一事来”
记者 史俊杰

本报迅 （记者 张凯鹏） 日前，“‘阅’

享青春‘梨’享生活”青年读书分享会在榆

次区东赵乡梨园举行。活动中，30余名青年

才俊在万亩梨园中共享书香雅韵，碰撞思想

火花。

现场，青年代表以书为媒，展开跨领域深

度对话。青年教师李敏结合《教育的目的》分

享教学实践感悟，提出“以阅读滋养学生思维

生长”的育人理念；选调生王浩则从《之江新

语》中汲取基层治理智慧，讲述了用“共情思

维”化解乡村矛盾的真实案例；自媒体从业者

陈雨桐以《新媒体时代的内容革命》为切入

点，剖析“书香+短视频”的传播新路径，引发

全场关于“青年阅读如何破圈”的热烈讨论。

区别于传统读书会模式，此次活动特别

设置“盲盒荐书”“书页漂流”等创新环节。

青年们随机抽取藏有推荐语的书籍盲盒，在

限定时间内进行“速读挑战”，并围绕《平凡

的世界》《长安的荔枝》等热门书目展开“观

点擂台赛”。

在“梨园书角”自由交流区，大家或围坐

在树下绘制“思维导图”，或用便签纸写下阅

读金句进行“思想交换”。现场形成了 10 余

组跨行业阅读小组，累计产生23份创意读书

手账。

“我不仅收获了10本好书，更结识了一群

志同道合的书友。”参加活动的企业青年张宇

说，这种“阅读+社交”的模式让青年真正从

“被动输入”转向“主动输出”。

共青团榆次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活动是“榆次青年成长计划”的开篇之举，后

续将依托全区12个“青年之家”阵地，打造“流

动书箱进基层”“书香企业下午茶”等系列品

牌活动，计划年内建设5个“青年阅读示范基

地”，推动形成“日均阅读1小时、每月共读1

本书”的常态化学习机制。

此外，“梨园书香打卡季”在东赵乡同步

启动，青年读者可凭活动书签享受当地民宿、

文创产品专属优惠，进一步推动“阅读经济”

与乡村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本报讯 （记者 闫淑娟

李娟） 4月18日，晋中市民之家

B区公证窗口前，3位留学生手捧

刚办好的学历公证书，脸上洋溢

着喜悦的笑容，向工作人员连声

道谢。

当日，来自山西医科大学

的印度籍留学生来到市政务服

务中心办理学历公证。由于语

言不通，三人在办事大厅显得

有些茫然。正在巡查的帮办代

办员注意到这一情况后，立即

上 前 询 问 。 简 单 的 英 语 问 询

后，双方很快陷入沟通困境。

“当看到他们拿着材料来回

踱步时，就知道需要帮助。”帮办

代办员回忆道。随后，她立即拿

出手机，打开翻译软件，耐心地

逐项解释办理流程。在帮办团

队的协助下，3 位留学生很快整

理好了录取通知书等材料。就

在这时，复印环节出现了一个小

插曲——一位留学生的手机支

付系统出现故障，无法完成支

付。帮办代办员主动垫付了复

印费用，确保业务顺利办理。这

个小小的举动，让 3 位留学生不

约而同地竖起大拇指。

“政务服务中心是展示城市

形象的重要窗口，我们要让每一

位办事群众都能感受到便利和

尊重。”市营商环境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近年来，晋中市政务服

务中心大力推行全流程“帮办代

办”服务模式，不断提升服务质

效，努力打造更优质、更高效的

政务服务环境。

离开时，3 位留学生主动邀

请帮办人员合影。镜头前，他们

与身着制服的帮办人员并肩而

立，用灿烂的笑容为这次暖心服

务点赞。

梨园品书香 青春绽光彩 我市政务帮办服务
获外籍学生点赞

非遗薪火润芳华 中医养生固本元

柳惠武查看中药材 资料图

打造书香山西
助力文化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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