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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記者在救助站見到這名被解救的乞討孩童
崔世民。他今年只有8歲，來自河南鹿邑縣。雖

然他是一名男孩，卻是女孩子的打扮，穿 一身花衣
服，頭髮凌亂。已是第二次來深圳乞討的崔世民說，
自己在3歲時就被一個老板從父母身邊帶走，「爸爸是
同意的，老板還給了爸爸4萬塊錢。」

終日乞討 不從即遭毒打
來到深圳後，老板就帶 他和其他幾個小孩到處要

錢。只要沒有要到錢，老板就會打他。「他拿 棍
子，不停地打我屁股，還不讓我吃飯，我不喜歡他。」
崔世民說，那日子過得很苦，只要不是下雨天，老板

就會把他趕出去要錢，所有要來的錢都須上繳。他稍
微反抗，老板就拿棍子打他。說到此時，崔世民用手
抹了抹自己的眼睛，不讓眼淚流出來。他跟 老板在
深圳度過了4個春節，之後有警察來調查，老板跑得無
影無蹤，崔世民隨後被解救出來，送回了河南老家。

親爸來深 花兒乞討收入
今年1月底，崔世民又一次被帶到了深圳。帶他過來

的是一名姓趙的男子，崔世民稱他為「爸爸」。崔世民
眨 大眼睛說，這次出來也是父母同意的，他的父母
說，現在他還沒到入學的年齡，要等到他8歲，才能回

家上學。
「爸爸」隨後將崔世民交給了一名叫趙艷麗的女

子，讓她帶 崔世民來深圳。崔世民說，他每天能要
到100多元，這些錢都會由趙艷麗「姐姐」分配，他能
分到30多元，不過都由趙艷麗暫管。前兩天，他親爸
爸來深圳看他，趙艷麗就從他的那筆錢中扣除一部
分，支付他父親的住宿費。趙艷麗「姐姐」對他很
好，他每頓都能吃到肉，而且有時「姐姐」還會帶
他出去玩。「姐姐」也從來不打罵他，而且還會分錢
給他。

不到學齡 小乞丐不想回家
「我不想回家，這裡挺好的，到了明年3月我才回家

上學。」當被問及想不想父母時，崔世民說，他家裡
不富裕，在家裡他也沒什麼伙伴，這裡他還能和「姐
姐」在一起，他不想回去。
記者隨後聯繫到了崔世民的「趙爸爸」，趙先生指與

孩子是親戚，崔世民不是來深圳乞討，而是來賣藝，
崔世民的家長也同意了。不過，趙先生稱崔世民的父
母因故不接受採訪。 ■《深圳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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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前妻同住 惡男放火燒家
因為外遇，何某和結婚三年

的妻子向某離婚，淨身出戶；
因可憐何某無處安身，向某遂
讓何某依然住在家裡，不料何
某竟然帶 新女朋友和前妻住
在同一屋簷下。因為一次爭
執，何某放火燒家。日前，何
某因涉嫌放火罪已被刑拘。
據悉，何某與向某夫妻兩人

在今年1月離婚，房子歸向某
所有。出於多年的感情，前妻
向某主動提出，讓何某依舊住
在家裡。讓向某沒有料到的
是，何某竟然和女友小劉一起

搬進了家裡。2月5日，向某對
何某的妹妹吐出實情。此時，
小劉才知道何某是離過婚的
人，小劉當場決定要分手。加
上趕來的何家人不斷責問，何
某突然發怒，衝進廚房拿起菜
刀作勢要砍向某，向某衝出了
家。在家生悶氣的何某竟然拿
起打火機，將客廳的窗簾和臥
室的被子點燃後逃走。
2月12日，民警在招待所將

何某抓獲。因為涉嫌放火，何
某被刑拘。

■《成都商報》

惡父
當乞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實 廣州報道）中國社
會的婚戀觀正發生改
變，相親業已成為主流
婚戀模式。某交友網站
日前發布的《2010-2011
年中國男女婚戀觀調查
報告粉皮書》中宣布了
這一結論。
針對中國適婚男女的

婚戀價值觀，交友網站世紀佳緣對兩萬多名單身男女展開了調
查，受訪者從23歲到35歲不等。該報告指出，曾經被年輕人排斥
的相親，現在已是中國的主流婚戀模式，剛剛過去的2010年，更
可稱為「相親年」，有過半的受訪者曾有相親的經歷，39%的人
認同「相親是很好的婚戀方式」，另有53%的人表示「相親很正
常」。
去年，電視相親節目在中國如火如荼播放，不少地方電視台都

推出了類似節目。在觀眾追捧下，《非誠勿擾》、《我們約會吧》
等成為熱門綜藝節目，並在節目中製造出「拜金女」、「圍裙男」
等社會爭議話題。世紀佳緣的調查顯示，有90%以上的人關注過
電視相親節目，這種模式正受到人們前所未有的肯定。

內地婚戀風改 相親成主流

曾經是深圳商界女強人
的田英，如今則是殘疾工
友們口中的「平治玫
瑰」。她每天開 平治
車，義務為公司的兩百多
位殘疾員工們做飯、洗
衣、打掃衛生，這一做，
就是三年。
其實，田英剛到殘友公

司做飯時是擠公交車來
「上班」的。但她住的地
方離公司太遠，要轉3趟
車，雖然早早出發，仍不能及時趕來做早
餐。不得已只好動用她的平治車。每天早

上，她驅車前往福田的
公司。8點半來到公司的
食堂，開始為大家做早
餐。晚上7點，洗刷完晚
餐的鍋碗餐具，已華燈
初上，她才開車回家，
為家中的重度糖尿病丈
夫做晚餐。
「田姐的菜做得太好

吃了，你看我們吃飯像
打仗一樣，一會兒便風
掃殘雲，吃個精光。」

殘友公司的員工馬中元表示。
■《深圳特區報》

五千玉樹學童跨省上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靖

西寧報道）玉樹大地震至今
的一年中，災區的5,074名學
生陸續轉移到四川、山西、
遼寧、天津、河北、山東、
寧夏7個省市區學校就讀。今
年春節，來自玉樹藏族自治
州赴外就讀學生也紛紛踏上
返校之途。
14日，記者從西寧火車站

看到龐大的學生團體，排
整齊的隊伍等待進站。據青
藏鐵路公司黨委工作部副部
長林志剛介紹，這是今年首
批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前往遼寧本溪就讀的
返程學生，共有694名，他們將乘坐T152次列
車至北京西換乘K27次列車到達遼寧省本溪
市。
來自玉樹藏族自治州職業技術學校的帶隊

教師嚴長久告訴記者，他所帶的學生已升入
高二，在遼寧的學習生活條件、環境都很
好，他們很感激政府對他們的照顧。一年

後，他們將面臨 人生的考驗——高考，就
是實現個人理想的時候了。
白瑪梅朵，一個美麗的玉樹女孩，她告訴

記者，玉樹地震時，她以為再也上不了學
了，難過地跟媽媽哭了一個晚上，而在得知
能去外地繼續上學時，又激動地哭了。「我
的理想是當醫生，能給我的家人看病，也能
讓玉樹的人都健康。」梅朵興奮地說。

人的一生都少不了說幾句「預見預言」，哪怕
是為了表達某種信念或詛咒。比如撤離南京
時，多數人都鄭重講過：「我們一定還會回來
的！」電影裡也是這樣演的，但是沒有誰像周
恩來那樣具體、細緻、準確地預見其過程和結
果。
周恩來的預見預言是建立在淵博的學識、豐

富的閱歷，對事物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的基礎
上，是掌握了大量事實之後，通過科學智慧的
分析判斷而作出的。

言中太平洋戰爭進程
1941年12月13日，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發

表文章，預言：「太平洋戰爭將是長期的。初
期還會有若干挫敗，也許會喪失若干島嶼、某
些土地以及某些交通線⋯⋯解決日本以海軍為
主，空軍陸軍只能為輔；英美今天還不能，且
不宜對日立即採取攻勢，而須先鞏固南太平洋
圈內要塞的守衛。必須以持久的消耗戰和太平
洋上聯合的力量打擊他，才能制他於最後的死
命。必須記 ，生產能力是決定現代戰爭的主
要因素。」
這是周恩來在太平洋戰爭爆發5天後所寫的文

章。此後戰爭的整個進程完全如周恩來預言的
那樣一步一步地展開。若沒有對世界政治、經
濟、軍事、民族、地理、歷史等幾乎所有方面
的豐富知識，是不可能作出這樣的預言的。

料準天安門廣場規劃
1949年，周恩來檢查開國大典的準備工作時，

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鳥瞰當時成十字形的「廣
場」，對北京市的負責同志們預言：「我們這麼
大個國家，天安門城樓這麼雄偉，將來一定要

配上個大廣場；周圍的規劃要從長計議。我看東面可以建
一座歷史博物館，西面可以建個大劇場，作為人民聚會議
政的地方⋯⋯」
10年後，經人大代表及專家們討論、研究、設計、建設

的天安門廣場完全與周恩來建國時的設想不謀而合，只不
過這個「大劇場」的名稱叫做「人民大會堂」。
有時，周恩來的預見頗有些「神」，若被算命先生拿去肯

定要大做文章。話雖如此，這些預見確實證明了周恩來觀
察事物之細，知人之深，深諳事物發展的規律。
那是1957年春末，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

來華訪問，日程包括遊覽杭州。周恩來提前一天到杭州，
準備迎接。
早晨起來，我們工作人員陪他散步。走到一座寺廟前，

周恩來朝 廟頂注目片刻，忽發一聲感慨：「再過幾年就
不會有人來抽籤了。」
別人怎麼想我不知道，從我個人跟隨周恩來十幾年的體

會，他不信神，不信命，並且竭力在領導全民族走向科
學。但是既要破除迷信又要保護民族文化，既要同宗教的
反科學性作鬥爭又要保護宗教信仰自由，這裡就有一個矛
盾，在把握和處理上，政策性是很強的。（四之一）

■摘自《走近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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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強人開平治為殘疾人做「煮飯婆」

■周恩來曾
準確預言太
平洋戰爭走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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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工友們稱讚田英的菜做得好
吃。 網上圖片

■「非誠勿擾」因成為相親的專有
名詞而走紅。 網上圖片

■等待上車的災區學生。

親生父母將年幼的孩子「出租」當乞兒，4年

租金4萬，孩子要不到錢就會遭到「老板」的毒

打。近日，深圳警方解救出一名乞討兒童，孩

子從3歲起就在深圳乞討，然而面對救助，失去

童年的孩子已經不想返回家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