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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回想，以往在空气
很脏、气味刺鼻的地方，或是在
寒冷、空气干燥时，呼吸却仍然
顺畅，肺和气管很轻松就适应
了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鼻子的巨大作用了。

现代解剖学发现，鼻腔的
结构非常巧妙：通过鼻毛把灰
尘、杂质过滤掉，让吸进的空
气变得洁净；再利用鼻腔黏
液，让空气变得温润宜人。

实际上，鼻腔积聚的毒素
是最多的！我们稍一留心就会
发现，爱抠鼻子或经常感冒的
人，就很容易引起毒素爆发，
出现鼻炎、甚至反复不愈，最
后导致呼吸不畅、大脑长期缺
氧，引起头晕、头痛，工作、
学习成绩迅速下降等严重后
果！

鼻腔的巧妙结构，使得鼻
炎毒素很难排除！很多患者忍
受不了鼻炎之苦，被迫选择了
手术。可往往是，虽然切除了
堵塞鼻腔的淤肉，却暴力破坏
了原本巧妙的鼻腔结构，让

“人体第一站”保护功能遭受
很大损失。

拔鼻毒、通鼻窍，
古方真个巧！

扈氏古方——扈氏鼻炎药
膏，经历 400多年的验证、14
代扈氏传人的不断改良，却传
下来一手“巧拔鼻毒”的绝活
儿：将秘制药膏塞进鼻腔深
处，往往不到 10 秒钟，一个
劲打喷嚏，排出大量的脓鼻
涕。这一看，才知道毒素这么
多。奇怪的是，鼻子通了一
些！几天过后，喷嚏少了、排
出的鼻涕变清稀了，鼻子更通
了。

原来，跟传统的治鼻药物
相比，扈氏这个古方却是讨了
两个“巧”：

一巧：让鼻子来吃药。
400年来，扈氏这个药膏，不
用吃、不用抹，直接用独创的

“U”型棉棒蘸上药膏，送到
鼻腔深处，让鼻子来吃药。跟
传统的手段相比，药劲深入、
直达病灶，来的确实巧些。

二巧：巧打喷嚏拔鼻毒。

鼻子结构巧妙，毒素淤积很难
拔除，这也是鼻炎患者往往十
几年无法治愈的根本原因。扈
氏经过 400 多年的不断验证，
却用了一个巧法子：拔鼻毒的
时候，毒素一出，就刺激鼻腔
发痒难受，猛打喷嚏。靠打喷
嚏的强劲力道，鼻毒随之流
出，排出大量的脓鼻涕。

中医的精髓，往往就体现
在这个“巧”上，不但拔鼻毒、通
鼻窍，更是令无数患者免除了
手术之苦，这也正是扈氏古方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
原因。

笔者友情提醒：常年深受
鼻炎困扰的读者朋友，如果您
至今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不妨
尝试一下咱老祖宗留下的四百
年鼻炎古方，也给自己一个免
除手术的机会！

通知：急慢性、萎缩
性、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患
者，400 年古方秘制的鼻炎
膏，请免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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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偏方 免费治鼻炎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绝招

新闻回顾>>>
2009年，一个看似普通的鼻炎古方，被收录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鲁政字[2009]232号）。

据了解，该古方是山东淄博市有名的中医世家——扈氏家族传承了400年的经典验方。扈氏依古

方秘制的鼻炎膏疗效突出，令很多患者免除了鼻炎手术之苦，这也是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主要原因。（相关资料可查阅当地历史文献《淄博志》）

小鼻炎有大讲究——在中医，鼻子是人体健康的“第一站”

从2009年被煤矿开除后，廖跃生和他
的18名工友一直在维权。他们打了5年官
司，终于在2013年胜诉，被判获共375万元

赔偿。然而，赔偿款却至今未拿到。
维权无望后，50岁的廖跃生重回煤矿打

工。5年前，他被确诊为尘肺病。
回煤矿前，廖跃生和他的18名工友一

直在维权。从2009年被煤矿开除后，他们
打了5年官司，终于在2013年胜诉，被判获
总共375万元赔偿。然而，就在众人长舒一
口气，认为事情告一段落的时候，他们却被

法院告知，输了官司的煤矿账户上没钱，赔
偿无法执行。官司打赢了，钱拿不到手，成

为廖跃生所在的湖南省安化县的普遍现象。
安化县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刘杰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最近几年安化县法院

共受理尘肺病人诉讼案件140余起，但最终
赔偿执行到位的只有18起，仅占13%。之所
以执行困难，一方面因为近几年煤炭市场低
迷，县内煤矿普遍亏损，矿主无钱赔偿，另一

方面也因煤矿产权更迭频繁，责任人难以明
确。

企业无力承担时，有人建议政府兜底解
决。安化县工伤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王

翔告诉记者，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安化，根
本无法拿出这笔钱，仅靠县一级政府并不现

实。
内蒙古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文武长年关注农民工问题，他认为，要解

决尘肺病人的救治问题，政府必须要建立和
完善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使工伤和患职业
病的农民工通过工伤保险待遇得到及时救
治和康复,并长期保障其基本生活。

2014年 7月，尘肺病人救助公益组织
“大爱清尘”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
状况调查报告》称，全国600万尘肺病人，通
过司法维权，最终拿到赔偿的只有18.75%。

湖南尘肺矿工生存现状堪忧
19名矿工告赢煤矿获赔375万元
赔偿执行不到位 矿工为生存重返煤矿打工

●无劳动合同 责任难认定
一名王姓煤矿工程师告诉记者，由于

当初招工用工不规范，并未签订劳动合
同，工人没有做过体检，导致现在责任问
题很难认定。

吴拾中是廖跃生的工友，也是19名尘
肺病农民工维权代表。他们原为安化县
清塘铺镇莲花洞煤矿工人，一同在2009年
确诊为尘肺病一期，并于当年开始维权。
尘肺病农民工维权困难主要在于证明自
己与煤矿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安化县小
煤矿众多，从民国开始便有采煤的记录。
不过因为规模小，用工环境粗放，长期以
来，很多村民如吃流水席一般，常年在不
同煤矿间“流窜”打短工，极少签订劳动合
同，而这直接导致日后维权时，面临取证
难的问题。“我担心到死那一天都拿不到
这笔救命钱。”吴拾中说。

一名王姓煤矿工程师告诉早报记者，
由于当初招工用工不规范，并未签订劳动
合同，工人没有做过体检，导致现在责任
问题很难认定。记者在 19名维权农民工
中调查发现，他们工作过的煤矿普遍在两
家以上。王翔告诉记者，安化县约有 1万
人从事矿井作业，购买工伤保险的只有
70%，基本是国企职工，而私营企业，煤矿
中除了落水洞煤矿曾购买过外，其他煤矿
都没有为工人购买。如今，就是唯一一家
为工人购买工伤保险的落水洞煤矿，也已
经彻底停产。

安化县社会劳动保险所所长肖克忠
向记者确认，因为历史原因，安化县目前
的煤矿企业社保缴纳数量登记为零。肖
克忠说，煤矿本身经营困难，没有钱为工
人缴纳费用，强制的话，就只能是关停了，
但那样受害的最终还是工人。而吴拾中
等人跑了两年多，才最终取得劳动部门给
予的工伤认定书。随后经伤残鉴定、劳动
仲裁等，又跑了 3年才最终“搞定”。对他
们来说，维权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对他们的支持，有了有利
于他们的仲裁结果，便可据此向煤矿要
钱，打官司的话，法院也会采信为主要证
据。

然而，一位不愿具名的安化县政协委
员告诉记者，安化县尘肺病人众多，据县
安监、卫生等部门初步估计有 3000余人，
牵涉面太广，一旦劳动仲裁胜诉，将会产
生连锁反应，“其他人都会找过来，就会乱
套。”吴拾中他们之所以取得了劳动仲裁
的支持，全赖于他们能“耗时间”。吴拾中
说，他们一开始维权的时候，曾经打过横
幅之类，但除了被警察驱赶，效果并不
大。后来他们每天去劳动局静坐，有时候
还睡在里面。而2013年的仲裁结果，就是
他们“睡”了3天得来的。“劳动局也是拿我
们没办法了，给结果后还叮嘱我们，不要
出去到处说。”

●维权拿到钱的仅占13%
刘杰说他2007年到执行局以来，已经

处理了 140余件这样的案子，但最后执行
到位，让维权农民工成功拿到钱的案子只
有18例，仅占13%。

安化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文斌对吴
拾中和他的工友们印象深刻。他记得，这
些人在他办公室门前躺了一地。而他们
的诉求只有一个，要求法院对莲花洞煤矿
强制执行赔偿款。

然而，负责此事的刘杰，执行了 1 年
多，却只执行到位 3000 多元赔偿。刘杰
称，原因无他，莲花洞煤矿的账户上没
钱。为此，法院查扣了莲花洞煤矿 1万吨
存煤，准备拍卖后来支付给19名尘肺病农
民工，“不过最后煤矿背着我们偷偷卖掉
了，因为他们要给那里上班的工人开工
资。”

无奈，最后安化县人民法院只能抓了
莲花洞煤矿矿主张奕，以此来安抚维权农
民工。张奕被抓，这让清塘铺镇落水洞煤
矿老板廖资初很惊讶，吴拾中要钱，怎么
会把账算到张奕头上？张奕是吴拾中工
作过的莲花洞煤矿老板，接手煤矿经营权

3 年左右。记者获取的工商登记资料显
示，张奕接手前，莲花洞煤矿已经易主两
次。而吴拾中等人 2000年左右就已来到
煤矿工作，在这之前，他称自己在当地多
个大大小小的煤矿干过。“他们的尘肺病
谁能说清楚在哪里得的呢？”廖资初替张
奕感到冤枉。刘杰表示，从尘肺病的潜伏
期来看，这几年已经到了爆发阶段，法院
近些年收到的诉讼也越来越多，类似于吴
拾中这样的案子很多，都是矿工状告矿主
要求赔偿。刘杰说他 2007年到执行局以
来，已经处理了140余件这样的案子，但最
后执行到位，让维权农民工成功拿到钱的
案子只有18例，仅占13%。

为此，作为政协委员，李文斌最近每
年在益阳市“两会”上递交提案，坚持反映
安化县尘肺病人问题。2014年，李文斌在
《我市尘肺病患者的劳动保障问题值得关
注》中不无担忧地写道，因为牵涉面广，

“（尘肺病患者）上访或其他过激行为随时
可能发生。我市尘肺病患者劳动保障问
题的解决，已经不能采取‘拖’诀予以回避
了。”

●单靠新农合兜底不可行
湖南省卫生厅副厅长方亦兵早前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湖南尘肺病例太
多，治疗费用如果单纯靠新农合兜底，是不
可行的。

因煤炭价格持续低迷，安化 6家煤矿
已经全部停产，暂时关停。

廖资初称，他的煤矿停产后，每年仍需
100多万元的维护成本，自身难保的他根
本无力支付给尘肺病农民工的赔偿。一位
不愿具名的安化县政协委员告诉记者，企
业无法承担时，政府应该兜底解决。

这在国内已有先例。2009年年底，云
南省水富县发布 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实施方案，正式将尘肺病纳入新农合医
保范围。2011年 7月，四川省乐山市政府
也出台了《乐山市困难尘肺病患者救助办
法》，对尘肺病人实施医疗、生活救助。

然而这位政协委员表示，对于国家级
贫困县安化县来说，显然没有能力解决这
一问题。2013年，安化县财政收入突破10
亿元大关。“但可用于支出的只有 1 个多
亿，其他的都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安化
县财政局一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说，要
想彻底解决尘肺病人问题，必须得靠省财
政或者中央财政兜底。

一位不愿具名的安化县政府官员向记
者抱怨，县政府已经为此多次打报告给省
政府，但始终没有回音。“我估计省里面也
是担心，因为开了这个头的话，湖南的几十
万尘肺农民工都会闹。”而湖南省卫生厅
副厅长方亦兵早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由于湖南尘肺病例太多，治疗费用如果
单纯靠新农合兜底，是不可行的。

●为生存重返煤矿打工
湖南省卫生系统一不愿具名的专家说，

从实际情况来看，每个尘肺病人背后都是整
个家庭，算起来就是数千万人，是一笔巨大
的开支。

国家卫计委 2013年 9月 16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2012年，全国共报告职业病新发病
例27420例，其中尘肺病24206例，占当年职
业病报告总例数的 88.28%。尘肺病在以每
年2万多例的速度递增。

《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
告》称，保守估计中国尘肺病农民至少600万
人。

然而，针对庞大的尘肺病人群体，全国
性的救助政策仍然没有出台。目前只有个
别县市出台了相关救助政策，覆盖的人群只
有很少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群体仍未覆盖。

对于迟迟未出台政策，湖南省卫生系统

一不愿具名的专家说，从 600万的尘肺病人
群体来说，单独救助的话政府应该有能力承
担，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每个尘肺病人背后
都是整个家庭，包括他们的子女和父母，算
起来就是数千万人，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到
底怎么开这个头，怎么解决，需要有一个全
盘的考虑。”该专家表示，以湖南省为例，卫
生厅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大爱清尘管委、湖南区主任戴春曾就尘
肺病人问题向湖南人大代表呼吁关注这一
群体。

廖跃生目前最关心的是，家庭如何维持
下去，几年官司打下来，家中积蓄已被掏
空。迫于生计，他还是不得不重回煤矿，帮
助停产的煤矿做一些日常维护工作。

▲长期暴露在粉尘中工作，使得煤矿工人成
为尘肺病高发人群。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