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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郝河庆
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张继根老人是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姬石镇范寨村人，他的经历
直到现在还被村内的老少爷儿们津津乐道：
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坦克学校，曾
作为优秀坦克驾驶员受到朱德、贺龙、罗荣
桓、聂荣臻、叶剑英元帅以及陈赓、谭政、
许光达大将的接见并合影；作为坦克学校方
队的一员，参加了第十次国庆阅兵，接受党
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国人民的检阅……

7月23日，记者来到范寨村，聆听张
继根老人讲述自己难忘的军旅生涯。尽管
走路有些蹒跚，但张继根老人精神矍铄，
耳不聋眼不花。说起难忘的军旅岁月，老
人眼中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1950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年仅
20岁的张继根十字披红，骑着高头大马，
风风光光地离家从军。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张继根
在河北保定的一个步兵部队训练三个月
后，所在部队根据上级命令，乘坐闷罐火
车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在随后近一年的
时间内，他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十多次战
斗，张继根也在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后跟
随部队换防回国。

1950年11月的一天，嘹亮的军号声
将张继根所在全营的官兵集合到操场上。
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现代化的装甲兵部队，
个子矮小、身体强壮的张继根被坦克学院
的教官一眼相中。就这样，张继根幸运地
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坦克编练基地的
第三期学员。“经过三个月的强化学习，
然后背公式、记数据……着实让我这个文
盲作难，但我还是日记夜背，坚持下来
了。” 张继根告诉记者。

1953年，张继根以优异的成绩从基地

毕业。1958年1月，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一坦克学校继续深造。当时没有国产坦
克，他首先要学习熟练驾驶一吨半的日式
轻型坦克，而后要学习驾驶苏联T-34型
坦克。据张继根介绍，坦克驾驶、保养都
是力气活儿，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车内高
温灼人，发动机的轰鸣声、柴油的味道使人
头晕、恶心，还要操作25公斤重的操纵
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严格艰苦的训
练，张继根熟练地掌握了坦克驾驶技术。张
继根回忆当时参加学校的技术大比武的场
景：他驾驶坦克起步、停车以及辨别声
音、观察仪表等都比战友技高一筹。

1958年国庆阅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
十次国庆阅兵。张继根成为受阅部队的一
员。张继根告诉记者，当年受阅的地面部
队有军事学院、步兵学校、工程兵学校、
坦克兵学校等29个方队。张继根所在的第
一坦克学校在国庆阅兵第五方队，属于徒
步徒手方队，由第一坦克学校校长王振祥
少将带队，另有旗手1人、护旗手2人，
方队200人。

据张继根讲述，当时受阅方队的训练
可以用挑战极限来形容，过程分为单兵训
练、班训练和方队合练，整整训练了三个
月。他们每天6点起床出早操，训练两个多
小时，上午、下午各训练3个多小时，每天
训练都要超过8个小时，一直坚持到受阅。
国庆节那天，张继根终于迎来了激动人心
的时刻。上午进行的是阅兵式。当彭德怀
元帅乘敞篷车在阅兵总指挥杨成武上将陪
同下检阅部队时，每到一个方队前问候，
全体官兵响亮的回答如排山倒海。

在随后进行的分列式中，张继根所在
的第一坦克学校方队第五个通过天安门广
场。方队到天安门正下方时，要换成正步

走并摆头敬礼。张继根的视线向右转过
去，用余光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微笑
着，挥动米黄色的帽子，向受阅官兵致
意……这一幸福的时刻虽然过去了66年
了，但张继根仍然记忆犹新。

1959年11月28日，朱德委员长，贺
龙、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元帅，陈
赓、谭政、许光达大将和军委各军种、
兵种首长来到学校检阅部队。当时，元
帅们饶有兴趣地观看坦克表演，频频点
头致意。随后，首长们接见了包括张继

根在内的优秀学员并合影留念。“这张合
影对我来说太珍贵了！当时我站在最后
一排从左往右第六个位置。”张继根指着
合影告诉记者。

1960年，张继根在坦克学校毕业后，
到某坦克团任副连长。1963年，因身体有
疾病，他转业回到了原籍，在原郾城县外
贸局工作，退休后回老家居住。“今年是
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我希望祖国越来越强
大、生活越来越美好……”采访结束时，
张继根老人说。

94岁坦克老兵追忆军旅岁月

张继根老人展示合影。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实 习 生 张群宜

进入汛期后降雨明显增
多，加之温度较高，形成了高
温湿热环境。在这种环境里老
年人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应该
注意什么？有哪些适合老年人
的养生方式？7月30日，记者
采访了源汇区人民医院中医科
主任路丹。

“近段时间，漯河可谓进入
了‘桑拿天’，闷热潮湿。气候
变化是导致人体发病的原因之
一，也就是中医所说的‘六淫’
之‘湿’‘热’。”路丹说，老年
人更容易被“湿”“热”所伤。
这些邪气侵入人体，就会造成
人体阴阳失调，病邪随之而
来。在天气湿热的情况下，老
年人容易出现一系列健康问
题：中暑、心血管疾病、眩晕
症、消化道疾病、呼吸系统疾
病、关节疼痛、皮肤病等。而
且，高温天气容易使人心情烦
躁，老年人更容易出现情绪波
动，影响身心健康。

这种环境下老年人该如何
预防高发病呢？路丹提醒几
点：首先要避免高温时段外
出，特别是中午到下午的时间
段。确实需要外出时要戴帽子
或打遮阳伞，不要让太阳直射
头部，特别是体弱多病的老年
人忌在烈日下走路或暴晒，以
防中暑。其次要保持室内通
风、降温，屋里屋外温差要适
度，一般屋里比屋外低 5℃~
8℃为宜。白天多开窗通风，防
止细菌滋生。另外，要勤锻
炼，锻炼时间最好是早晨或者
傍晚，以简单易重复、容易坚
持为原则。锻炼过程中注意补
充水分。另外，要清淡饮食。
夏季归于五脏属心，适宜清
补。而心喜凉，宜食酸，可常
吃些小麦制品，适当多食猪

肉、李子、桃子、橄榄、菠
萝、芹菜等；选择清淡、易消
化的食物，避免油腻、辛辣等
刺激性食物。患有冠心病、糖
尿病、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的
老年人要坚持规律用药，并定
期检查身体。

在路丹看来，老年人在湿
热的夏季可通过食疗、运动等
方式养生。食疗方面，老年人
可以多吃祛湿消暑的食物，如
冬瓜、丝瓜、苦瓜等瓜类蔬
菜，以及绿豆、薏米等具有清
热利湿作用的食物。适量食用
偏热性的食物，如羊肉，以驱
散体内的寒气和湿气。但这类
食物不宜过量食用，以免上
火。老年人容易脾虚，最好少
食过于寒凉的食物，否则会令
脾胃受伤，助长“内湿”，不利
于健康。建议每周吃一次到两
次赤小豆排骨汤、红豆薏米粥
等，可以改善脾虚导致的精神
疲倦、食欲不振、大便溏泄等。

“老年人可通过运动来养
生。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
式，如健步走、太极拳、瑜伽
等，这些运动既能达到锻炼效
果，又不会过于剧烈。同时要注
意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防止中暑
和脱水。关节不好的老年人可以
在家人的陪同下进行散步或做关
节操等低强度运动。”路丹说，
老年人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和
情绪，保持心情舒畅，避免情绪
大起大落，可以通过听音乐、阅
读、与亲友交流等方式来放松心
情。

“当然，老年人还要合理安
排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的睡
眠。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缓解疲
劳、调节情绪。”路丹说，“家
有一老，如有一宝。希望老年
人平时注意健康饮食、生活起
居规律、适量运动，保持良好
的身体状态。”

湿热天气
老年人这样养生

本报讯（记者 张玲玲 实习生 张群
宜）“这是市老年体协近年来首次承办省
级门球裁判员培训班，将为我市老年人
门球运动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7月29

日，提及我市成功获得承办省级门球裁
判员培训班资格的消息，市老年体协秘
书长刘元龙激动地说。

据介绍，本次培训将于8月13日至15

日举行，届时将有开封市、信阳市、南阳
市、驻马店市、周口市、平顶山市、许昌
市、商丘市等地的裁判员前来参加。为了
确保培训效果，此次培训制订了详细的培

训计划，设置有模拟比赛、实际操作和比
赛多样化学习资源。培训由资深专业讲师
李丹丹和张丽莉主讲，内容涵盖《河南省
门球协会裁判员管理细则》和《门球竞赛
规则与裁判法2023版》，同时根据以往比
赛视频和案例进行分析，以促进门球运动
的规范化发展和裁判员专业水平的提升。

“目前，我市已有31支门球队伍报名，我
们将从中选择优秀学员参加此次培训。”
刘元龙说。

我市将承办省级门球裁判员培训班

“我们从各种植物的根、花、叶、果中提取不同
的天然色素。辣椒可以提取辣椒红，姜黄可以提
取姜黄素，从栀子中则可以提取栀子黄、栀子红、
栀子蓝等多种色素。这些不仅是食品、饮料、保健
品的原料，还可以用于药品、纺织品、化妆品等多
个领域。”7月28日，中大恒源总经理金子恒向到
企业参访的与会专家学者、企业代表介绍时说。

踏入中大恒源公司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绚烂多彩的七色走廊。走廊两侧，各种色彩斑斓
的天然色素原料及成品错落有致地陈列着，五彩
斑斓的糖果、糕点、饮料，以及用纯植物色素印染
的衣物与丝巾让人目不暇接。

据了解，1993年，中大恒源董事长文雁君在
日本考察时，了解到天然色素在日本食品工业中
被广泛应用。当时我国天然色素领域还是一片
空白。“日本食品行业向来以健康著称。日本能
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抱着这样的想法，
中大恒源在文雁君的不懈努力中诞生。中大恒
源以健康色素为起点，从“一花、一叶、一木、一
果”中追寻健康底色。历经31年发展，如今，中
大恒源已成为一家专业从事天然植物提取、生物
合成、生物发酵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以及集
研发、生产、销售、应用、服务于一体的技术创新
引领型企业，是康师傅、雀巢、玛氏等国内国际众
多一线知名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

在天然色素行业中，国内外大多数企业只选
择个别原料品种进行大规模种植，随后将提取物
卖给国外公司的配料公司，配料公司根据客户需
求进行复配后又卖给中国的食品企业。中大恒
源坚持差异化发展，既做前端——布局全国，在
河南、内蒙古、黑龙江、云南等多地培育发展自主
原料种植、养殖基地，保证源头种植安全与产品
优势，带动当地农户增收；又做后端——打通全
产业链，建成国内植物提取及应用研究合作创新
平台，自主设计安装了辣椒红色素、栀子黄色素、
天然复配色素等系列自动化生产线23条，研发
复配应用产品近千种，形成了配套完善的新产品
研发、产业化技术创新体系，成为全球唯一全色
系天然色素制造商，高端产品定制化服务处于国
际领先地位。

“在中大恒源，每一株植物原料都能得到有
效、完整地使用和输出。”金子恒介绍，在中大恒
源，临颍的辣椒、西平的甜菜、四川的姜黄、江西的
栀子等带着泥土芬芳的农产品经过植物提取、生
物发酵、生物转化，化身高附加值的天然色素、天
然抗氧化剂、植物染料，应用在服装、健康食品、化
妆品等多个领域。其生产产生的渣料则化身畜禽
饲料、有机肥料，用于畜牧养殖，实现零废弃。

在小小的植物中提取创造出一个五彩王

国。目前，中大恒源拥有国内外专利110多项，
主导或参与16项天然色素标准和48个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通过了17项质量管理
等相关体系认证，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
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河南省‘瞪羚’企业”等称号。

“我们将紧跟食品行业发展方向，根据客户
需求不断进行创新开发，不断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和影响力，让天然色素及其功能健康产品走得更
远。”金子恒说。

走出中大恒源企业展厅，穿过研发中心，向西
看去，便是新建成投用的D-阿洛酮糖智能化“超
级工厂”。宽敞明亮的生产车间内，各种设备映入
眼帘。大大小小的钢罐、纵横交错的管道将各个
生产环节紧密相连。这里的生产已经实现了高度
的自动化和绿色化，操作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
观察屏幕数据变化，即可精准高效控制整个生产
过程。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D-阿洛酮糖的生产
线。D-阿洛酮糖（D-allulose 或 D-Psicose）

是自然界中含量非常低的六碳糖，极少量地存在
于甘蔗、小麦和鼠刺属植物中，甜度是蔗糖的
70%，热量只有蔗糖的十分之一，每克仅含
0.4kcal（千卡），甚至可以称为‘0’糖。它能够抑
制血糖值的上升，产生饱腹感，促进脂肪燃烧，改
善肠道菌群。”7月28日，在中大恒源D-阿洛酮
糖生产车间，金子恒介绍说。中大恒源始终致力
于健康食品原料的研发与生产，于20多年前便
开始关注D-阿洛酮糖及其技术研究开展情况。
但彼时受技术限制，D-阿洛酮糖只能在实验室
小规模试制，无法实现量产。

2022年，经过对糖类、代糖类产品进行广泛
调研，深入分析各类糖产品的优缺点和生产工艺
技术后，中大恒源认为，D-阿洛酮糖作为继蔗糖
和果葡糖浆之后第三款可以被广泛使用、在市场
上进行大规模交易的糖类商品，在未来的健康食
品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且生产工艺已经成熟，
具备规模化生产的条件，于是决定投资阿洛酮糖
项目。

从一张白纸到蓝图绘就，不到两年时间，中
大恒源第三生物健康产业园快速建成。

“D-阿洛酮糖生产项目位于中大恒源第三
生物健康产业园。园区占地300亩左右。D-阿
洛酮糖生产线投资2亿元，年产1万吨，同时还可
生产母乳低聚糖、塔格糖、甘露糖等，是一条以

D-阿洛酮糖生产为主的功能性生物合成类产品
生产线。”金子恒说，除引进自动化设备外，中大
恒源潜心钻研，成功自主研发出高效浓缩蒸发系
统，能够有效节能50%~70%；建成生产“数据大
脑”——中央信息化处理单元、多级色谱分离系
统、集成工业管廊等，实现了工艺革新、技术精进
与生产设备的高端化迭代，汇聚起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创新动能，引领着企业迈向健康甜味剂新纪
元。

“这是我们使用D-阿洛酮糖开发的低GI烘
焙类产品。它蓬松柔软、焦糖化明显。但您知道
它距离生产时间已经过了三四个月吗？”在中大
恒源企业展厅，金子恒向大家介绍道，常用的代
糖产品在烘焙中会出现面包不蓬松、无法产生美
拉德反应等问题。而D-阿洛酮糖在烘焙类产品
中能够改善面包组织结构、色泽，延长货架期，还
能在增强能量代谢、降低血糖和血脂水平、促进
分泌GLP-1肠促胰岛素抑制肥胖、抗糖方面发挥
作用。“我们做过相关实验。实验小白鼠食用添加
白糖制作的面包后，血糖从初始值9mmol/L上升
到14mmol/L，餐后2小时血糖值在12mmol/L
左右；而食用含有阿洛酮糖配方糖制作的面包
后，餐后2小时血糖的峰值在9~10mmol/L之
间。”金子恒说。

D-阿洛酮糖+面包、D-阿洛酮糖+果酱、D-
阿洛酮糖+冰淇淋……通过对生产技术、配方的
进一步研究，中大恒源D-阿洛酮糖品质和生产
成本现均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并获得中国授权
发明专利3件、美国专利2件，审核中专利中国3
件、美国5件、日本7件。目前，该公司D-阿洛酮
糖产品用于出口，主要销往美国、日本、欧洲等已
批复使用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中大恒源已研发
储备100余种成熟的食品行业应用配方，与多家
合作伙伴在乳制品、烘焙食品、糖果、果酱、冰淇
淋等多领域共同开发新品。待D-阿洛酮糖在国
内正式批准用于食品工业后，有望在国内市场迅
速形成D-阿洛酮糖产品高潮。

“中大恒源将持续聚焦科技创新，通过组建
高水平研发团队、加强与中原食品实验室合作、
依托六个研发中心及中试基地等方式，为企业发
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推动大健康产业发展。”
金子恒表示，除优化现有生物转化法的技术外，
公司目前正在开发D-阿洛酮糖新一代生物合成
技术。此项技术将大幅缩短生产时间、简化现有
转化法的工艺，实现投资少、效率高、成本低、更

环保的目标。

“合成生物学是21世纪生物经济发展的引
擎，大力发展势在必行。要加强食品合成生物
学的基础研究，开发具有知识产权的合成技术；
要加快有前景的功能食品配料和生物合成研
究，如D-阿洛酮糖、母乳寡糖等；要加快完善食
品合成生物制造产品的法规，简化生产审批流
程……”7月27日，在2024年全国生命科学与
医疗学术会议上，中原食品实验室副主任江正
强以“食品合成生物学与功能糖的生物制造”为
题作学术报告，向与会人员传递生命科学行业
发展新理念。

据了解，2024年生命科学与医疗学术会议
由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生命科学与医疗产
业工作委员会主办，宁波大学与中大恒源联合承
办。会议以“生命健康新质生产力及低GI食品”
为主题，围绕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的多个热点话
题展开深入讨论，包括但不限于生命健康新质生
产力、生物合成技术、精准营养、低GI食品、血糖
健康管理等。与会专家学者分享了最新的研究
成果和技术进展，为生命科学、健康产业的未来
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路。

谈及承办此次会议与发起低GI食品研发中
心的初衷，金子恒告诉记者，据研究报告显示，全
球五分之一的死亡人数与不健康膳食相关，而且
不健康膳食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一系列慢性病。低GI食品
毫无疑问成为未来健康饮食的重要选择。承办此
次会议、发起成立低GI食品研发中心与企业“坚
持健康功能食品”发展方向不谋而合。“我们希望
能够搭建一个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科技创新与产
业发展良性互动的学术平台，探讨医学与健康功
能食品的融合创新，促进生命科学与医疗领域的
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同时，我们也将借此机会
展示中大恒源在D-阿洛酮糖等健康食品原料领
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技术实力，与低GI食品研发
中心各个科研团队从原配料开发、产品应用、产业
转化、标准建立、检测检验、市场推广等方面进行
全方位深入合作，为人们饮食控糖、营养减重提供
丰富的产品和科普服务。”金子恒说。

展望未来，金子恒表示，中大恒源将以跨
界融合的创新理念深耕健康食品原料领域，引
领技术发展和产品服务方向，以满足市场对
D-阿洛酮糖等健康食品原料的快速增长。同
时，积极参与国内外行业交流和合作活动，推
动食品原料行业的整体发展，加快食品产业新
质生产力的形成，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现不断
输出力量。

炎炎7月，浓浓夏意，一场群英荟萃、共商
生命健康行业发展之策的盛会如约而至。

7月27日、28日，2024年生命科学与医疗学
术会议在我市召开。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
生命科学与医疗产业工作委员会执行会长谢勋
致辞，中原食品实验室副主任江正强、国家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雍凌、中国中医科

学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中药新药研发中心主任杨
伟鹏、山东理工大学副校长丛海林、西安交通大
学教授杨冠军等 43 名专家学者在大会上作报
告。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来自全国的数百名
高层次人才齐聚于此，共同探讨生命科学与医
疗领域的前沿技术、研究成果，深化多方合作，
共商发展大计，以科技之力赋能现代化大健康

产业高质量发展。
河南中大恒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大恒源）凭借其年产1万吨的D-阿洛
酮糖项目不仅引领了健康甜味剂的新纪元，更
在参与承办的 2024 年生命科学与医疗学术会
议上展示了其在生命健康科学与医疗领域的卓
越成就。

会上，由中大恒源发起倡议，中原食品实验
室江正强教授科研团队、江南大学赵伟教授科
研团队、郑州大学余增丽教授科研团队、河南大
学康文艺教授科研团队、河南省豫药循环利用
工程研究中心、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金少举
教授科研团队等诸多科研单位共同参与，筹建
成立的“低GI食品研发中心”正式揭牌。这表

明食品营养与健康将成为中大恒源乃至我市食
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开创我市现代
化食品名城创新发展新局面。

会议结束后，记者跟随与会专家学者、企业
代表一起深入中大恒源，走进研发中心、实验
室、生产车间，探寻其为健康而生、向健康而行
的发展之路。

河南中大恒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健康而生 向健康而行
■文/本报记者 李慧莹 图/本报记者 范子恒

“低GI食品研发中心”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现场

深耕天然色素领域

从“一花一叶”到全球领先

布局D-阿洛酮糖

开启健康甜味剂新纪元

发起成立低Gl食品研发中心

向健康未来坚定前行

养生保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