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鄧林，鄧小平長女，出生於1941
年。歷任北京畫院花鳥畫創作室副主
任、中國畫研究院專業畫家、中國美
術家協會會員。現為一名優秀的一級
畫師，中國國際友誼促進會副會長，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名譽會長，中
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東方美術交流協
會會長。
此前鄧林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經表

示，她從來沒有覺得父親走上過神
壇，因此就沒有走下來的必要。「他
在他的位置上幹了他應該做的事情，
而且做得非常好，如果你在你的位置
上幹了該幹的事情，而且做得很好，
就和鄧小平一樣。」
兩次南巡傳遞改革開放的聲音，兩

次將深圳的改革推向一個新的台階，
鄧小平南巡對於深圳來說，有 特別
的意義。在改革開放30周年慶祝活動
前夕，鄧小平長女鄧林也來到深圳出
席相關慶祝活動。昨日，她在五洲賓
館接受媒體採訪。在介紹展覽時，鄧
林講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鄧林
說，父親鄧小平原本是個寡言少語的
老人，但來深圳後眼神特別急切。有
段時間社會上曾流傳鄧樸方在海外有
存款，鄧小平曾專門召開家庭會議鄭
重詢問，「我們都沒有海外賬戶和存
款，對樸方的事情更是造謠。」

首次考察 進工廠下農村
鄧林說，1977年，「文化大革命」

剛剛結束，百廢待興，剛剛復出的鄧
小平正在為中國找出一條全新的道

路。11月他到廣東視察，在聽到關於「逃港」事件的匯報
時，鄧小平沉默了一會說，逃港說明我們的生活不好，
（兩地）差異太大，此時，他已在考慮為中國的改革開放
開闢一個窗口。
1979年4月，小平提出，可以劃出一塊地方做特區，殺

出一條血路來，中國經濟特區由此誕生。在特區的建設開
始階段，遇到不少困難阻力。1984年1月，他第一次來到
深圳，因為「辦經濟特區是我倡議的，中央定的，是不是
能夠成功我要來看看」。在深圳兩天的時間裡，他馬不停
蹄地進工廠、下農村，與群眾直接接觸掌握了大量一手材
料。回到北京，他立即提出要進一步辦好特區，擴大對外
開放，特區建設和全國的對外開放從此進入一個新階段。

再訪深圳 一反沉默常態
「原本我們家屬以為他是來深圳會休息的，沒想到他的

眼神特別熱切，特別急切地那種」，鄧林說，1992年1月19
日，小平再次來到深圳，看到深圳發生的巨大

變化，鄧小平顯得興致很高，充滿激情。
以往，他在參觀時，基本都不說話，也
不發表任何言論，但是那次來深圳，他
一反平時的沉默寡言的狀態，不停地
問，不停闡發全新思想，還充分肯定這塊

改革試驗田的大膽探索和實驗。（三之一）

■摘自：《南方都市報》

據前程無

憂網日前進

行的一項關

於白領儲蓄理財

狀況的調查數據顯示，超六成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實

際到手的月收入在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線至個稅起徵點

3500元(人民幣，下同)之間；近六成受訪者表示自己

會對每月的開銷用度(包括水電氣等)進行規劃，

其中會對開銷用度進行限制的只有10.6%，更

多受訪者表示自己對於用錢這件事有些

「隨心所欲」；可以存下「1—3個

月(含3個月)」工資以及「1個月

以下(含1個月)」工資的受訪者

比例分別為27.49%和7.72%，

另有11.16%的受訪者則表示自

己「不存錢」。 ■《武漢晨報》

另一項針對上班族的年存款節餘調查
顯示，超過六成受訪者去年一年節

餘在1萬元以內，其中，22%的受訪者稱過
去一年的存款餘額不超過1000元。

物價上漲 工資原地走
一年到頭累死累活，卻攢不下幾個錢。很多上班族在盤點過去的2011年

時，都會發出這樣的感慨。有關調查顯示，超過50%的受訪者表示去年節餘
不足萬元，收入低下和開銷無節制成為產生「窮忙族」的主要原因。宋先生
今年32歲，有一個剛滿周歲的女兒，家庭年收入不足10萬。「生活開銷是我現
在最大的支出」，宋先生說，每年房貸要還2萬多，撫養女兒花了近3萬，夫妻倆平
時省吃儉用，生活費也用了3萬多，再加上水電氣費和通訊費等開銷，一年的工資
幾乎花得乾乾淨淨。他感慨道，最近兩年物價漲得太快，一家人吃頓早餐最少都
得10來塊；隨便去趟超市，結賬就是一兩百；買件衣服動輒幾百上千元⋯⋯
「物價一個勁地漲，工資卻總是原地踏步。」宋先生說，自己在一家私企打

工，每天早出晚歸，一個禮拜只休一天，3000多塊的月薪已維持了五六年。「再
這樣下去，真是看不到一點希望」，宋先生一聲歎息。

享樂主義 開銷無節制
和宋先生一家節衣縮食相比，年薪20多萬元的劉先生是典型的享樂主義者。吃飯下館子，有假

就旅遊，貸款買好車⋯⋯劉先生自詡是個懂得享受生活的人，開銷沒什麼節制，怎麼開心就怎麼花
錢，哪怕提前消費。「去年一年，我的工資卡餘額只有4位數，光出去旅遊就花掉了五六萬。」劉說，
如果算上買車貸的近20萬元，自己2011年的結餘是個大負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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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勞累靠喝酒提神，60
歲的阿伯一喝幾十年，等到
退休，再不用喝酒解乏
了，沒想到已慢性酒精中

毒，以致喪失四肢功能。　
鄭阿伯家住漢陽七里廟，退休前

是一運輸司機，過去上班很辛苦，鄭阿伯下班
後養成了喝酒的習慣，說是可以提神解乏，近40
年來他幾乎每天都要喝一斤七八 白酒。剛退
休不久，一向健康的鄭阿伯突然不能動彈了，

近日被抬到漢陽醫院救治。
漢陽醫院醫生曾濤說，老人來時四肢麻木、

疼痛，活動受限，下床站立、行走都很困難，
經查為慢性酒精中毒，導致神經系統的病變，
同時合併酒精性肝硬化、門脈高壓、腹水、重
度營養不良、貧血等多種疾病在身。
據介紹，像鄭阿伯這樣長期酒精刺激，積蓄

中毒致末梢神經病變，引發四肢麻木、乏力的
癥狀要想痊癒比較難。如再繼續酗酒。可能會
造成食管曲張靜脈破裂繼發上消化道出血、自

發性腹膜炎、肝腎功能衰竭等導致
死亡。
該院神經內科主任尹曉新教授說，

酒精對人的損害，最重要的是中樞神
經系統。
長期、反覆、大量的酒精刺激，會嚴重

破壞神經系統的正常功能，同時損害肝臟
等臟器，甚至會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危
及生命。

■《武漢晚報》

12日下午，在武漢城
際鐵路打工的河南農民
工老李，在領到13萬工
資款後，帶 一家4口

立即趕往江夏紙坊存進銀行，只留下1000元
做路費。應他的要求，江夏廟山派出所民警
全程荷槍實彈護送。3天來，江夏警方180餘
民警經連續護衛，已經有1.2億元農民工工資
款安全發放。
像老李這樣年終領到工資的，還有中鐵十

八局一分部武咸城際鐵路和武漢巴登城工程
2000餘名民工，由於此次工資年終發放須全
部是現金支付，為了確保工錢能平安發放到

民工手中，江夏警方要求從銀行提款到工地
發放完畢全程提供武裝保護。
據廟山派出所副所長楊曉飛介紹，由於幾

個工地大部分在廟山轄區，這種大規模的武
裝押運已經持續了3天，每天最少的有500萬
現金，這兩天達到了高峰，一天幾千萬，僅
武咸城際鐵路的農民工工資這幾天就發放了
8000萬，民警荷槍實彈，隨 工程部財務人
員武裝押運。
「整個過程，民警不允許接觸現鈔」，楊曉

飛說，看到農民工樂開了花，大家心裡也很
高興。由於廟山距銀行較遠，派出所建議農
民工將剛領的工資存進銀行，「只要農民工

提出要求，民警護送隨叫隨到」。楊曉飛說，
根據實際情況，民警將這些需要存款的農民
工集中後，一批批地由警車送往銀行存款，
每天要跑幾十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何斌 內蒙古報

道）12日，拉麵王子厲濤在內蒙古鄂爾
多斯鐵牛大酒店，用1000克麵粉，拉出
22扣4,194,304根，長6,291,456米，每根
平均細度0.036毫米的拉麵，打破了他於
2002年創造的最細拉麵吉尼斯世界紀
錄。
厲濤之父厲恩海，是國際著名餐飲大

師，曾在鄂爾多斯美稷食府四次創造吉
尼斯世界紀錄，英國吉尼斯世界設於中

國的上海總部三次授予厲恩海大師大世
界吉尼斯之最證書，並載入《世界吉尼
斯大全》。
他能夠用1公斤麵粉和成的麵團拉出

200多萬根細如髮絲的麵條，累計長度達
1268776．96米，相當於世界最高峰——
珠穆朗瑪峰的133倍。厲濤上大學後師承
其父，拉麵技藝青出於藍。
2000年11月，厲濤在江蘇以21扣、

細面總數為2,097,152根的成績超出父
親，成為新的世界「最細的拉麵」第
一人。

風雲

養生經

龍年新花樣 龍蝦當寵物

妄想症女子 水泥釘扎腦袋

責任編輯：陳熙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12年1月14日(星期六)

人的大腦，有一件堅硬的「盔甲」顱骨。
在所有保護人體的骨骼中，顱骨可算是最堅
硬的。10日，杭州市三醫院收治了一位令醫
生都感到驚訝的患者：3根水泥釘，直直地扎
進了患者的腦袋。
患者姓劉，是安徽人，今年58歲。家裡人

說，幾個小時前，就發現她一直捂 腦袋，
手上還有血跡，覺得不對勁兒，所以送她上醫院
檢查一下。
檢查的結果，讓醫生大吃一驚：CT顯示，劉女

士的腦袋上，扎了3根
水泥釘，每根長度都
有5厘米左右(見圖)。
劉女士有妄想症的

病史。她說，這3根釘子是自己釘進去的。由於
大腦的特殊性，釘子如果扎入大腦的功能區，會
引起神經功能障礙，引起偏袒、失用、失語、癲
癇，腦出血。不過，劉女士經過手術，目前康復
良好，醫生說，也許比較巧，釘子沒傷害到大腦
關鍵位置。 ■《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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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道）龍
年將臨至，有人醞釀
生龍寶，有人排隊等

龍票。但據廈門多家水
族館的老闆透露，寵物龍蝦也沾了「龍光」
一時成為新寵。據悉，近期來購買龍蝦的
顧客越來越多，還經常處於脫銷狀態。
記者從廈門溪岸路花鳥市場了解到，這

裡賣龍蝦的水族店老闆今年都想靠牠賺個
滿缽，「幾天前來了30多條，現在剩下這
些，下周要再進貨。」某水族店老闆告訴
記者，相比往年，店裡的龍蝦生意好了不
少。「下周要是再進，考慮進一些大個頭

的。」他說，往年一個月也賣不出兩隻寵
物龍蝦，自2011年年底以來，最高每
星期能售出20隻。
據了解，購買寵物龍蝦的

民眾，多數皆為跟風趕潮。另
一家水族店的老闆表示，自從小龍蝦
銷售走俏以來，有不少顧客反映
自己的「小龍」在一周後，或是
某次換水之後出現了變白甚至
死亡的狀況。他也坦言，只把
蝦養活，甚至可以不用餵。
但想把牠養好，確實比一
般觀賞魚類要多花很多
力氣。

民警荷槍實彈 護送民工存工資

喝酒提神 小心損神經系統　

「最細拉麵」大師創新紀錄

白領淪為
年積蓄不過萬

一周工作超過54小時，但看不到前途

一年內未曾加薪

三年內未曾升職

薪水很低，到月底支出很是艱難

積蓄少，無力置產

工資不低，但花錢很大手筆

收入不低，但內心沒有安全感

以上7項，如果你有2項或者2項以

上，就屬於「窮忙族」了。

測試
你是「窮忙族」嗎？

人間

■1992年鄧小平親臨深圳特區視察，圖為鄧小平參觀深圳

仙湖植物園。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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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麵王子

厲濤（中）

在鄂爾多斯

鐵牛大酒店

打破了他於

2002年創造

紀錄。

香港文匯報

內蒙古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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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臨近，蘇州一家綵燈工藝廠的手工藝人忙

製作豐富多彩的「臉譜」綵燈，為即將到來的新春

佳節增添吉祥喜慶的氣氛。 3日，手工藝人展示製

作完工的「臉譜」綵燈。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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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龍蝦借龍年走俏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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