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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地址：合肥养生药房（三孝口邮局斜对面） 普济药房（市
府广场） 步行街药房 淮南仁济（润丰宾馆旁） 蚌埠工农（工
农路 9 号） 铜陵铜都 阜阳华利（三里小学旁） 宣城言午氏
(安宁店) 淮北八分店（局中对面） 宿州兴华 巢湖康复 芜湖
市中（九华山路二院对面） 亳州济世堂 安庆宝芝灵（116 医
院斜对面）六安大别山路50号药房、 舒城大别山药房

据悉：在我国一个流传彝族千年的“二草汤”终
于被推向全国市场，二十世纪60年代，在彝族云南省
有一位老彝医，他就是自幼随父学习彝医的鲁家传人
鲁延楷老先生，鲁老所用方子是祖传秘方“二草汤”治
病救人，妙手回春，救治了无数咽炎患者。云南金碧
药业与昆明医学院等多家研究所对“二草汤”进一步
挖掘、整理和研究，最终研制成功命名为【咽舒胶囊】
专治慢性咽炎的特效药，被国家药监局批准。

云南金碧药业生产的国药准字“咽舒胶囊”采用彝
族祖传秘方“二草汤”为依据，以彝药神草“虎掌草”和

“午香草”为主药研制而成的一种特效药，它含有草本脂
等大量的生物活性成份，是普通药物的10倍，吸收率提
高6－8倍，能迅速清除“咽毒”，散解邻近组织淤积的毒
素，快速修复受损的咽壁粘膜，分泌大量吞噬细胞形成
淋巴组织网，重建咽喉部强大的防
御屏障，从根本上消除病源，防止
复发。服用“咽舒胶囊”起效迅速，
一般患者1-2疗程即可康复，请按
疗程服用。

小偏方治咽炎

专家热线：0551－3555653（市内免费送货）

“太寒酸了对不起老人家”
山西交城修建华国锋陵墓

4月9日下午，记者来到山西交城的卦山

脚下，发现陵墓整体已经接近完工。

卦山位于交城县城北约3公里处，因山

形酷似八卦而得名。

今年8月20日，华国锋去世3周年时，这

里将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并安放他的铜像。

今年清明节期间，已有人来到还没有安置华

国锋骨灰的“空陵”敬献花圈。

陵墓坐北朝南、依山而建的墓碑和石阶

气势不凡。山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

友为介绍说，英文字母H形，首先是取“华”字

汉语拼音首字母，其次是英文“Home（家）”的

缩写，象征“华国锋回家”；此外，“鼎乃国之重

器，我们认为有必要做成鼎的级别，同时也符

合华老内敛、敦厚和朴实的气质。”石鼎正面

有一块红布遮挡。据说红布背后是“华国锋

之墓”，以及他的生卒年月等字样。

对于修建陵墓引起的议论，交城县委新

闻办公室主任吕继峰对记者说，“一方面，我

们承受了很大的争议和压力，但另一方面，交

城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

清明过后，一则关于山西修建华国锋陵墓的消息引起人们关注，报道称，在山西交城县新修的华国锋

陵墓“占地10公顷，相当于14个标准的足球场”、“总投资额大约1亿元人民币”。

交城位于太原西南方向，吕梁山东侧。上世纪70年代末，它作为前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国务院

总理华国锋的家乡一时声名大噪。不过，随着华国锋从权力核心去职，交城很快陷入与这位老人同样的

沉默。这次，因为华国锋陵墓的修建及其相关的议论，山西交城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据《南方周末》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在北京逝

世，享年87岁。据华国锋夫人韩芝俊转

述，华国锋生前说过，“让我回卦山吧。

那里树多，清净。小时候在那儿，打游

击也在那儿。”当韩芝俊及华国锋子女

向中央提出这个请求之后，很快就被批

准了。

华国锋陵墓建成的消息传出后，“占

地10公顷（即10万平方米）”和“投资1亿

元”引起不少议论。

交城民政局副局长白庆峰有些无

奈，他向记者解释，华国锋骨灰安放工

程远没有人们说的那么“宏大”。“墓碑

平台占地 400 平方米，活动广场占地

2000平方米，步道占地 1860平方米，墓

室在地下不占面积。整个工程总面积

为4260多平方米”。

华国锋去世后不久，2008年9月，华

国锋的儿子苏彬、苏华以及他的秘书曹万

贵来到交城卦山，为华国锋选择墓址。选

址时，他们反复强调的是“四不”原则，即

“不占用耕地、不破坏文物、不破坏环境、

不与民争地”。最终，卦山南麓的荒山石

坡被选中。

交城县史志办公室主任田瑞常年研

究整理华国锋历史，并与华家有多年交

往。他说，“如果搞得太奢侈了，不说别

的，老太太（华国锋夫人韩芝俊）这里就通

不过……她曾经说过，‘找一块荒山坡，埋

了就行了’。但我们觉得太寒酸了实在对

不起老人家。”

至于工程造价，白庆峰称现在还没有

结算，没有具体数字，但陵墓与广场、纪念

馆三个工程加总，也就是 2500 万元左

右。“我们用的就是山西当地的红晶石和

河北曲阳产的花岗岩，哪有网上说的汉白

玉啊，一块也没有。”

交城县林业局长燕建平说，他们刚刚

完成了华国锋陵墓附近500亩山地的绿

化，种植了大约4万株树木，包括平整土

地、山林养护等，花费大约900万元。这

些钱，“90％以上来自县财政”。

“找一块荒山坡，埋了就行了”

记者在交城县天宁镇永宁南街的小

巷里曲折前行，找到了华国锋的“故居”。

小院逼仄而破败，红砖砌起的墙壁已经有

些损坏，地上有污水流淌的痕迹。

目前，华国锋的亲属中只有两个侄

子还在交城。侄子苏乡林今年60岁，是

交城县前统战部长，目前已经退居二线；

苏彬林则承包了县城里的一个医药企业，

从来不问政事。

华国锋的两位侄女都住在太原。苏

凤仙在太原化肥厂工作了37年退休。另

一位侄女在太原市委办公厅的秘书处工

作，也已经退休了。对华国锋陵墓的种种

争议，苏凤仙说，她家里的人已经可以坦

然面对了。

在交城，几乎没人说“华陵”一句不

好。即便是不大了解华国锋的年轻人也

说，“他是我们这里的名人呢！”今年2月

19日，《人民日报》发表《为党和人民事业

奋斗的一生》文章，纪念华国锋诞辰90

周年。文章说，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

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称他开始复

查、平反冤假错案，主持摘掉右派分子帽

子；还称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

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

作风正派”。

身为交城人，田瑞对记者表示，不管

这些年社会对华国锋的评价怎么变，他的

形象在全体交城人心里“始终没有一点污

损”。

“他是我们这里的名人呢!”

“占地10公顷”的说法，很有可能是加

了华国锋陵墓周围的绿化山林，以及山下

紧挨的一片农用耕地。按照规划，这片大

约500亩的耕地将被征用，建设“卦山生态

园”。卦山生态园工程“将与卦山景区、华

国锋同志骨灰安放工程形成一个完整的

生态旅游区。它的建成对于拉动第三产

业发展，提升城市品味将起到重要作用”。

交城全县从来没有过一个公园。修建

华国锋陵墓，无疑是一次发展旅游业，在全

国范围内扩大交城影响力的极好机遇。

瓦窑村的村民们与城里的交城人一

样为华国锋自豪，他们甚至对华国锋陵园

的建立更有理由开心。除了地里的玉米，

村民们主要靠田里的枣树挣钱。

但去年8月，一纸“合同”被送到村民

手中，县里要为了卦山生态园征地。瓦窑

村总共800亩耕地，有480亩被当地城建

局列入了征地规划。但补偿却远远不能

让村民们满意。每亩耕地，村民们每年只

能拿到800元租金，而大枣树只能一次性

补偿500元。

“价钱好的时候，大枣能卖到20块一

斤，一棵树少说也能产100斤枣，这样就

有2000块的收成。这还不算一亩地种玉

米的收入，补偿这点钱咋够？”村民李富旦

（化名）说。

“提升城市品味”

“国之重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