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 央視春晚第一次聯排的進行，14日，春晚節目單曝光。今年恰逢春晚
三十年，從節目單來看，導演組精心「包裝」了這一特殊時刻。
在「致敬三十年」這個板塊裡，費翔、韋唯、蔡國慶等久未露面

的歌手將登上春晚的舞台，演唱《故鄉的雲》、《愛的奉獻》、《常
回家看看》等經典曲目。
該懷舊環節是「老歌新唱」，韋唯將搭檔演員吳秀波演唱《愛的

奉獻》，蔡國慶搭檔演員王珞丹演唱《常回家看看》。歌星和影視
明星「牽手」唱經典的安排可謂是較大突破。
另外，央視導演組正式對外宣稱，龍年春晚觀眾席將採用圓

桌和固定座位相結合的形式，「觀眾圓桌」將成為整台晚會表演
的重要組成部分。
據春晚劇組透露圓桌觀眾涵括了社會各界人士代表，包括

科技科學界代表楊利偉，體育界代表許海峰、申雪、趙宏
博，《感動中國》代表人物郭明義、孫東林等，道德模範代
表「最美媽媽」吳菊萍，2011年新聞人物如發起「免費午餐」
的鄧飛（微博），「最帥交警」孟昆玉。

15日，一名小朋友坐在

「雪豹」雪橇上玩耍。兩隻

拉雪橇的羊被主人「喬裝打

扮」成了雪豹的模樣，在吉

林市朱雀山森林公園迎接遊

客，讓人看了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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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來自泰國曼谷的留學生

胡志勇正在收拾行李，為明

天乘坐火車前往北京做準

備。作為一名外國人，他還

沒有見識過中國的春運，這

次他專門買了一張通往北京

的動車車票，想親眼看看春

運40天運送十幾億人次究竟是一番什麼樣的景象。

泰國人：買好乾糧 希望火車擠
今年25歲的胡志勇，半年前從泰國來到青島求學。他說，「半年

來，我還未離開過這裡，正好借這次春運去北京爬長城。聽朋友說中

國的春運是世界上短時間內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1個多月時間運送十

幾億人次，真令人吃驚。不體驗中國春運才是非好漢，就真的白來中

國一趟了。」

據了解，胡志勇此前在泰國從沒坐過火車，他要把第一次坐火車

的經歷留給中國，因此他對這次春運之旅很重視。「本來我想買一

張普通列車車票，這樣應該更有意思。可到北京的車票很不好買，

我就只能買去北京的動車票。」一般人都希望乘坐的火車人越少越

好，可胡志勇卻恰恰相反，「我希望車上越擠越好，這樣才刺激。

聽中國朋友說春運時火車上都走不動路，我已經做好了準備，買了

很多泡麵和麵包。」

法國人：一次體驗 再不想重來
同胡志勇一樣，來自法國的高力也是個愛冒險的外國人，前年他剛

來到中國，就迫不及待地參加了當年的春運，可今年說什麼他也不願

再體驗春運了。2009年冬天，高力和朋友約好一起去北京，就是為了

弄明白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同時坐火車回家。

這次經歷讓高力徹底佩服了中國人，也讓他徹底斷絕了再體驗春運

的念頭。 「我覺得中國的春運是件很嚴肅的事情。在中國，回家對每

個人的吸引力都是那麼強。」 ■《青島晚報》

1992年，鄧小平來深圳南巡並沒有留下
太多的話。鄧林說，她父親不是晚年才不
愛說話的，他從來就不愛說話。「可是他
平時說的話，當時你不覺得怎麼樣，後來
想想覺得很重要」。小時候，鄧家的孩子
們之間也會打架爭論不愉快，鄧小平就經
常操 四川方言說，「總會過去咧」。鄧
林說，聯想到他的經歷，在「文革」中遭
受到的事情，她認為，鄧小平對希望和真
理的追求從沒有停止，「從家庭中的一句
話就可以看到他的思維方式，從未被困難
壓倒過。」

爸爸是全才 會打仗懂經濟
對於國家領導人，大部分人覺得高高在

上，遙不可及。鄧林則表示，他們和正常
人一樣，有七情六慾，鄧小平也喜歡孩子
們，他從未把自己看得很高，只是覺得自
己要為老百姓做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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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大大小小無數媒體採訪時，鄧林說自己也在不斷總
結父親的經驗，她認為，鄧小平最值得尊敬和學習的是他
做人的準則，「沒有邪門歪道，有意見表達，也絕不隨波
逐流」，還有鄧小平擁有堅強的信念，讓中國強盛起來，
這是鄧小平從年輕的時候建立起來的理想，工作作風嚴謹
迅速決斷，「所以我覺得父親是個全才，會打仗、懂經
濟，算賬算得很好，腦子轉得很快。」

改革終實現 受深圳人愛戴
鄧小平與深圳有 不解之緣。鄧林說，她每次到深圳都

能體會到深圳人對於鄧小平的深厚感情。深圳作為改革開
放的排頭兵，受到國家的支持，在支持當中受到的磨難，
在思想意識上受到的衝擊還是很大的。而深圳老百姓對改
革開放的理解是非常深的，「他們從年輕的時候就在這奮
鬥，把青春貢獻給深圳，當然他們對改革開放非常有感
情，沒有改革開放哪能到深圳殺一條血路，深圳老百姓對
鄧小平的感情，我是每次來都能體會到，去蓮花山的時
候，不論什麼日子，都有鮮花，家長們都要帶 孩子去蓮
花山看鄧爺爺。」
鄧林說，鄧小平有很多想法，卻從來不跟子女們說。

1984年，她跟隨鄧小平來深圳考察，間歇就去沙頭角買東
西，「當時很新鮮，我就去買肥皂、味之素，現在哪不能
買肥皂，超市的肥皂都很好啊。」當時我住在迎賓館，出
來就有很多攤兒，有賣尼龍手巾的，我就買了送給上海的
朋友。1992年來深圳時，鄧小平在深圳也沒有說什麼，可

是從深圳到珠海的船上，他說了一個鐘頭，我們老
勸他歇會歇會，沒歇兩分鐘他又說。能感
覺到他的確很興奮，他有一個強烈願
望，把這麼多年的經驗和想法總結出
來，確實在決定改革開放前有很多鬥
爭，但改革開放的思想最終還是實現

了。（三之三，完）

■摘自：《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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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聳立在深圳深南大道路北荔枝公園東南出口的鄧小平巨

幅畫像。 網上圖片

坑坑窪窪的道路，破舊低矮的房屋⋯⋯這裡
是北京五環外的大興區西紅門鎮壽寶莊。這
裡，開放 一株特別的「蒲公英」—一所專
為農民工子女開設的中學。學校裡有不因艱苦
而退、只為學生而留的老師，讓原本跟隨父母
背井離鄉的孩子擁有了人生理想。而一群不同
膚色和語言的外國志願者，更使孩子們感受到
了超越文化差異的愛心。
「叮鈴鈴⋯⋯」中午12點下課鈴聲一響，幾

個男孩就跑向了食堂。一邊跑一邊喊 ：
「『雞蛋先生』的雞腿來了。」學校老師韓宇婷
告訴記者，在蒲公英中學，有 一對眾所周知
的美國夫婦，孩子們親切地稱呼他們為「雞蛋
先生」和「雞蛋夫人」。

「雞蛋夫婦」每日為孩子供營養
蒲公英中學的多數學生來自低收入的農民工

家庭，多年的不穩定和貧困生活影響到孩子們

的發育成長。摩爾斯夫婦得知後，便建
立了「雞蛋基金」，擔負起為師生提供雞
蛋和雞腿的重任。
由於最近常留在美國，摩爾斯夫婦不能像之

前那樣親自將雞蛋和雞腿帶到學校。但他們還
是一直努力為「雞蛋基金」籌款，與供應商反
覆協商質量。他們說，雖然不能親自送去，但
也要讓每個孩子每天吃到一顆雞蛋，每周吃到
一隻雞腿，而且必須保證質量。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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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朋友」愛心澆灌「蒲公英」

企業年會「變味」
6成員工壓力大

春晚三十年
打「懷舊溫情」牌

每到歲末年初，不少企業都會舉辦一台其樂融融的年會，有的規模宏
大，聘請專業團隊策劃落實；有的是企業內部活動，職工自娛自樂。不論
形式如何，企業年會的目的無非是分享成果，展望前景，豐富職工精神文
化生活，增強企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但記者在採訪中發現，近年來雖然企業年會越來越普及、越來越火爆，

但是其影響與評價，卻是喜憂參半。一項調查顯示，66.4%的受訪者表示
自己患上了「年會恐懼症」，其中18.1%的人有「非常嚴重」的「年會恐懼
症」，48.3%的人「比較輕微」。有25.0%的人因為要表演節目而感到焦慮。
一位企業行政主管說：「過去我們搞過內部小型年會，所有節目都是自

編自演，以遊戲為主，目的是年終讓大家放鬆休息。但現在的企業年會今
非昔比，隨 企業規模擴大，年會的形式和目的也在變化，目前我們年會
的定位不僅是娛樂和遊戲，還有展示和樹立企業形象，提高企業凝聚力。」
說起年會，青島一家企業的一位一線員工說：「我對年會的心情很複

雜，既愛又恨。愛它的熱鬧、抽獎、發紅包，恨它的排練、勞累、加班加
點。結果每到年底，心理壓力就特別大。」
另外，在很多人看來，年會成為職場表現的一部分，造成很大的心理

壓力。 ■《工人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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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公廁再革命
千方百計防

老外：不體驗春運非好漢 白來中國一趟

青島雙星集團總裁汪
海在接受中央電視台採
訪時，在他的辦公桌上
專門堆放 各種各樣的

工藝品鞋，這些鞋千姿百態，風格迥異，有玻
璃的，有木製的，有草編的，有塑料的，有金
屬的⋯⋯它們是汪海從世界各地搜集來的，是
汪海的至寶。

如今，汪海用這些珍貴的鞋子打造了全國獨一無二的鞋文化博物館雙星
文化城。有「萬鞋館」之稱的雙星文化城擬定於今年5月正式對外開放。
走進這家坐落於瞿塘峽路49號、由雙星集團老廠房改建的五層建築裡，

兩萬多雙各類鞋子絕對讓人震撼。
走進展館，一張張展板、一幅幅圖片、一幀幀影像，全面展示了人類製

鞋的5000年歷史，從蠻荒時代的草鞋、木鞋，到戰國時期的高齒木屐、秦
漢時期的鐵靴、明朝的小腳鞋、清代的三寸金蓮到近代的布鞋、膠鞋，現
代的旅遊鞋、皮鞋，還有特大號鞋和異型鞋。「我們這裡還有一雙世界最
大的高級旅遊鞋。」文化城工作人員指 一隻「龐然大物」介紹。記者看
到，這隻白色的「旅遊鞋」足足有3米多高，外形為常見的雙星旅遊鞋，
白色的鞋帶是麻質的，鞋內中空。 ■青島新聞網

誌誌

青島「萬鞋館」展示人類製鞋史

長 久以來，北京的廁所問題為海外詬病。2001
年申辦奧運會成功後，北京下決心發動一場

「公廁革命」。在奧運會倒計時的3年時間裡，北京
市改造了3500多座廁所，新建了500多座，海外印
象也頗為改觀。如今，北京的公廁已基本覆蓋全
市，並實現專人打掃與隔間便器，但也有如用紙難
的細節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甚至有外國遊客因無

紙「困在」公廁。

抽走公廁紙 回家當餐巾紙
記者走訪了十多間臨街公廁，發現

內部基本沒有配備衛生紙。此外，外企
員工小關告訴記者，如今在大型

商場與公園中的女廁基
本會配有衛生紙，不過
衛生紙質量不高，多是
非常粗糙的無芯卷紙。
曾多次參與北京市公廁設
計方案的首都文明工程基金

會執行會長、《文明》雜誌社社長婁曉琪表示，衛
生紙配備不全，主要是因為人流太大與有人偷拿。
事實上，為了節約衛生紙，相關部門也是使出「千
方百計」。
婁曉琪過去調研時發現，一些逛公園的

老太太會抽走衛生紙，拿回家當餐巾紙
用，而她們的廁紙還是過去的「黃草
紙」。為了降低浪費，北京市頤和園的管
理人員迫不得已上午選裝「高檔紙」，
下午換上「廉價紙」，「上午就是為那
些普通遊客預備的，下午則是為那些佔
便宜的人預備的」。

管理新對策 每人「吐」半米
北京市也嘗試在管理上改變方法。

記者發現，位於後海遊覽區的公共廁
所裡也沒有衛生紙，但如廁者可以
主動向管理室索取。不過「按需索
取」的木牌只有中文，沒有外文指

示。同時，幾乎所有的公廁管理室都有一元一包的
紙巾售賣。
一些公園公廁開始使用自動出紙機以節約用紙。

按下按鈕4秒後，出紙機就會「吐」出
近半米長的一段衛生紙。管
理人員告訴記者：「使用機
器後比以前節約了大概一半
左右」。
不過，婁曉琪認為全部換

上自動出紙機也不現實，而且
管理人員自己有時會把衛生紙
拿走。儘管有人感慨「文明程
度薄如紙」，但婁曉琪認為：

「中國發展很快，人與人差距太
大，我們要有一定的寬容。」

■北京的公廁已基本覆蓋全

市，但也有如用紙難的細節問

題仍然沒有解決。 網上圖片

■館裡藏有世界最大的運動

鞋。 網上圖片

■來自法國的高力自從參

加過一次春運後，再也不

想體驗春運了。 網上圖片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