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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为积极推广深沪小吃，黄清海带
领公会，策划、编印 2本《深沪美食》画册，
邀请了蔡芳本、深沪乡贤等名作家、专业摄
影师为其撰写文图，整理收录了近百种深
沪小吃；对内，为了聚集发力，经由讨论，他
们还筹划、编印了7期《深沪美食》期刊，积
极展示各项工作成果。

“树立品牌、进行图文宣传只是一部
分，要真的把深沪的美味小吃推广出去，
还需要我们在线下做一些活动。只有真
的让食客们吃过、吃好，才会更有信服
力，才能让他们成为深沪小吃的间接传
播者。”深谙此理的黄清海积极参与各项

展销活动，还不忘鼓励、建议公会成员商
家积极行动起来。

2015年10月17日，一道道特色鲜美的
晋江深沪小吃亮相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这
是晋江深沪小吃公会首次将深沪小吃带到
海外。渐渐地，深沪小吃好戏连台，品牌推
广进一步提升。

据了解，这几年，中央电视台《舌尖上
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城市一对
一》，以及《中国食品报》《福建画报》等主流
媒体走进深沪宣传特色小吃，这让深沪小吃
的推广又上了一个台阶，深沪小吃也在逐步
走上更广的舞台。

深沪70岁黄清海:

与家乡小吃的不解情缘

本报讯 近日，晋江市离退休干部党建馆
建成开馆。该场馆位于晋江市老年（老干部）活
动中心四楼，总面积约800平方米，设置党建展
示区、互动体验区、配套功能区三个区域。其
中，党建展示区展墙面积近 300平方米，共有

“四大篇章”，集中展现了近年来晋江市离退休
干部党建工作的经验做法及主要成效。

本报讯 日前，“2021年老年健康宣传周”
系列活动之一——2021年老年口腔宣教义诊
活动在梅岭街道梅庭社区老年协会举办，活动
以“关注口腔健康，品味老年幸福”为主题，由晋
江市卫生健康局主办，梅岭街道梅庭社区老年
协会、市口腔医院承办。

本次走进梅岭街道梅庭社区老年协会的活
动，为 100余名老年朋友代表开展口腔知识讲
座和义诊。

“这种有利于老人朋友的公益活动真心不
错，老年人需要这样的关爱！同时，服务老人、
助力老友们品味老年幸福，也是我们协会的目
标。”梅岭街道梅庭社区老年协会会长王淑贞表
示。

本版由本报记者 吴清华 实习生 陈芯妮采写

吴世明 1955 年出生，晋江市池店
镇清濛村老年人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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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深沪，许多人的脑海中，总能浮现出拳头母、
水丸、马加羹、壶仔饭、肉粽等名小吃。多年来，有这么
一个人认真地从事着深沪小吃的搜集、整理、组织、研
究、宣传、传承与发展等工作。他曾任职于供销社，兼
任过深沪镇商会副会长，退休后，便开始担任深沪小吃
同业公会会长。他，便是来自深沪70岁的黄清海。

1951年，黄清海出生于晋江市深沪镇区东垵社区。自初
中开始，他便去深沪食品站打工赚零花钱。1973年，经由单位
推荐，黄清海去了集美财经学校读书，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
生”。学成回来的二三十年时光，他辗转供职于金井、英林、东
石和深沪等地的供销社，于2011年正式退休。

时间回到2014年，在深沪镇政府、深沪工商所的共同牵头
组织下，晋江市深沪小吃同业公会筹办成立，而退休后的黄清
海被推选为该公会的会长。

“生于斯，长于斯，对深沪的感情，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言说
的。当发扬深沪小吃的重担落在肩上时，我便下定决心，一定
要将这份退休后的‘工作’做好！”黄清海说。

“如果没有树立小吃品牌、规范行业
管理，比如注册地标、商标等，就容易让
游客在缺乏熟人引路的情况下不明所
以，极不利于推广与传播。”黄清海介绍，
地理标志是一种识别标志，能表明产品
的地理来源，但更重要的是作为特定产
品的品质证明。

为了进一步规范深沪小吃的行业管
理，黄清海牵头组织公会成员，通过走访了
解、开会探讨等多种方式，帮扶2家会员企
业获得 SC认证。如今，经过不懈努力，已
先后获批“深沪紫菜”“深沪花生”“深沪巴
浪脯”“深沪糖芋”等 9枚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及3枚集体商标。

一开始，有些作坊因为生意好等原

因，并不愿意主动注册相关标识。他们
认为自己已经忙不过来，并且自家牌子
在深沪已属老品牌，口碑传播很广，不需
要再“做材料、走流程”去申请小吃品牌、
注册商标等发展壮大的事情。为此，黄
清海一家家走访，苦口婆心地给对方家
中年轻一辈做思想工作。有时，他也一
拍胸脯，积极地将“做材料、申请”等活儿
揽下来。

伴随着深沪小吃公会各项活动的开
展，慢慢地，越来越多商户尝到了齐聚合力
拧成一股绳的力量，越来越认可公会。

黄清海介绍，他们还配合市场监督部
门，对有条件的近20家企业申报入选泉州
市小作坊名录。

“将退休后的‘工作’做好”

积极推广深沪小吃

亲切随和、干练稳重、思路清晰、专业过硬，是黄诸侯给人的第一印象。作为一
名经验丰富的骨科医生，他将细心、责任心这“两心”挂在心上。从医33载，黄诸侯
潜心钻研中西医理论知识，创新骨科疑难杂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取得了突出
成绩。

晋江市第二医院黄诸侯：

创新骨科疗法 中西医结合显成效

黄诸侯 晋江市第二医院（安海医院）骨一科
主任、主任医师。

擅长：创伤、关节、骨病、中西医结合骨科疾病
的诊治，擅长中草药治疗骨科疑难杂病。

晋江市第二医院（安海医院）
预约咨询电话：0595-85700180

地址：晋江市安海镇海八中路92号

指导单位

晋江市卫生健康局

特约协办

“面对肺炎克雷伯氏菌不
可马虎，这个菌种致死率高达
40%。”黄诸侯表示，股骨头坏死
是一类严重的骨骼疾病，会给
患者的健康带来极大的影响，

严重可能导致瘫痪。“老年人年
纪大了之后容易得各种疾病，
其中最常见的骨科疾病之一就
是股骨头坏死。”

黄诸侯建议，老友们平时

要多吃蔬菜水果，适当锻炼，做
一些适合老年人的运动，如太
极、散步等。不要扛过重的东
西，切忌饮酒，慎用激素类药
物。

“西医全髋关节合并脓毒
血症的治疗，按照关节感染
清创原则，首先要切开排脓，
好不了还要取出假体，再放
置一个带抗菌素的骨水泥，
等伤口好了、感染得到控制

后再做返修，取出假体再进
行人工关节置换……”值得
一提的是，此例全髋关节合
并脓毒血症的治疗，如果仅
从西医的方式来进行诊治，
不仅过程烦琐复杂，需要进

行多次手术，且患者需要花
费十几万元的费用。黄诸侯
通过钻研，巧用中西医结合
的治疗方法，不仅简化了治
疗过程，且疗效好，为患者节
省了一大笔手术费用。

不久前，晋江市第二医院
（安海医院）接收了这样一位病
人。64岁的李大爷因常年嗜酒
导致双侧髋关节疼痛，活动受限
一年多。一开始他没怎么注意，
直到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感到左
侧关节非常疼，几天过去仍没有
转好，反而越来越痛，甚至不能
走路。这时，家属才急忙把他送
到晋江市第二医院（安海医院）
骨一科就诊。经检查，黄诸侯为
其诊断为双侧股骨头坏死，需要
做全髋关节置换术。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手术术
中顺利，术后换药伤口干净，且
术后X线片显示关节假体位置

合理。然而，在手术一周后，李
大爷突然出现右髋关节肿胀疼
痛，伤口流出脓液，伴有高烧。
针对此突发情况，黄诸侯当即给
予切口打开、扩创、VSD引流，同
时给予泰能及万古霉素抗感染
治疗。一周后李大爷体温反复，
伤口仍有流脓，此时黄诸侯在给
他体检时，发现他背上及小腿有
脓性肿物，给予切开引流及培
养，与原伤口分泌物培养一样，
发现为肺炎克雷伯氏菌。黄诸
侯立即给予治疗瓜藤风药物（胡
颓子炖豆腐及瓜藤风草药方治
疗），三天后李大爷脓液减少，体
温下降，一周后培养阴性，各种

炎症指标下降。
“当时虽然控制了病情，但

患者还未痊愈。这时，当知道患
者是得了瓜藤风后就好办多了，
可对症下药，进入治疗环节。”黄
诸侯表示。李大爷吃了一段时
间的食疗方“胡颓子炖豆腐”，感
染得到有效控制，但右小腿脓肿
及大腿还出现疼痛肿块，证明病
灶还没有完全去除。黄诸侯提
出再通过配置中草药方配合西
医清创手术的治疗方案。最后
检查时，脓肿吸收、伤口愈合，李
大爷恢复情况良好，不久后回到
了可正常走路的水平，一家人都
非常高兴。

健康课堂

巧治“全髋关节置换术感染”

中西医结合疗效好

骨骼坏死或患上瘫痪

亮点

提醒

推进商标地标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