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㠥「認屍啟事」

上的照片和失蹤的

母親很像，男子組織

親戚朋友兩次挖墳確認，最後證明被葬者並不

是母親。而在挖掘辨認之前，男子已將母親棺

木、壽衣都準備好了。提起這事，該男子坦言

自己是尋母心切。

從正月初二開始，陝西省西安市某村村民楊

某家裡就開始給母親操辦「後事」，幫忙的人

到家裡張羅了幾天後才發現，他們找到的遺體

並不是楊某失蹤的母親的。

2011年11月20日，楊某的父親與母親一同出

門，走到半路，父親返回查看門鎖，讓母親在

路上等㠥，可是回來的時候，母親就沒了蹤

影。這一失蹤就是兩個月。

楊某聽同村人說派出所門口貼的「認屍啟事」

上的照片跟自己的母親很像，便立刻到派出所

查看，乍一看，那啟事上面的照片就是他失蹤

的母親，再細看，年齡體形都符合，他便認定

這就是他失蹤的母親。

得知了母親的「去世」後，楊某從正月初二

開始，就在家裡張羅㠥母親的「後事」。到了

正月初五，才得知這位老人安葬在距離家裡兩

三公里的地方。

正月初六，楊某就和親戚朋友以及二十多名

村裡人一起，拿㠥鐵釬、鋤頭，抬㠥棺木，打

算拉回母親的遺體入棺為安。但是當他們挖開

墳墓時，發現根本不是他母親。只好將那位死

者重新埋葬。

正月初七，為了進一步辨認那位死者是不是

他母親，楊某的親戚朋友再次前去辨認那具遺

體。「這次的結果和第一次一樣，確定不是我

母親。」楊某說，他也是尋母心切，沒想到鬧

了笑話。 ■《華商報》

街頭「潮品」紅五星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了，韶山的
鄉親獲知毛澤東就是一國之主，奔走相
告，高興地說：「今後天下姓毛了！」一
些親戚和鄉親一撥撥坐火車去北京城，有
的要求當幹部，有的要求安排工作，有的
要求介紹求學讀書，都被毛澤東勸了回
去。

「打虎親兄弟」非主席所為
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連、表弟李雲鳳也趕

來了中南海探親，毛澤東很高興。破例放
下了手上的工作，和他們坐在一起聊天、
談話，真是其樂融融，親密無間。但說到
要求安排工作的事時，毛澤東說：「我當
主席，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辦事。過
去的皇帝一上台，親戚朋友跟㠥沾光，雞
犬升天，親戚當皇親，喊國舅皇姑，騎在
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是革命者，不能
搞打虎親兄弟那一套，革命的目的就是要
解放工農勞苦大眾，為人民服務，為大多
數人謀福利。」說服了兩人，毛澤東用稿
費給他們買了衣服、禮品，讓他們在北京
玩了幾天，就要送他們回去。沒想到，遇
到難題了，當時快過年了，買票人很多，
連續三天買不到火車票，警衛人員不得不
到車站「安營紮寨」，加入長隊行列。最
後，千辛萬苦、費盡周折才買到車票，送
兩人回鄉。
看來，買票難並非始於今日春運，60多

年前也有過，那時人雖少，但交通也不發
達。不過，身為一國之尊，票源再緊張，
也不至於難到連國家主席也買不到兩張火
車票，可這事還就實實在在地發生了，毛
澤東就是遇到了買票難題。憶舊撫今，感
慨萬千，可以帶給我們許多思考。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搞特權，是毛澤東歷來最深惡痛絕的事，他自己不

搞，也不允許身邊的人去搞，因為在他眼裡，「當主
席，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辦事。」如果還像過去
那樣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皇親國戚橫行霸道，官員顯
貴高人一等，那這個革命還有什麼意義，無非是換湯
不換藥，從張皇帝變成李皇帝。革命的目的首先是追
求公平，廢除特權，這就意味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在民主權利面前人人平
等，人人都有說話、發表意見的權利；在收入分配面
前人人平等，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自然也包括在買
車票面前人人平等，都要排隊，誰也不能加塞，更不

能利用職權去搞什麼「特權票」。當年，
毛澤東等共產黨人是模範地踐行人人
平等的原則，與人民群眾有鹽同
鹹，無鹽同淡，理所當然地贏得人
民的擁戴和支持，就是今天想起，
也讓我們心裡暖洋洋的。

■來源：《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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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近日，酒精
測試儀在內地市場熱銷。一些駕駛員為了應對交警檢
查，購買測試儀酒後自測，若未超標便僥倖酒後駕
車。
記者在購物網站上搜索「酒精測試儀」，發現型號

各異、種類繁多，價格從十幾元到上千元不等，更有
上萬元的德國、韓國進口的「禮盒裝」。

專家:自測風險很大
據了解，目前中國對買賣酒精測試儀沒有法律規

定。有專家稱，交警使用的測試儀不僅需要經過技術
監督部門的檢驗，還要定期校準。而市場上銷售的測
試儀是否達標很難判定，私自購買並用於自測風險很
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

京報道）北京「梁林故居」被拆
新聞疑為「烏龍」。記者昨日來
到位於北京市東城區北總布胡同

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只見到拆除
後的斷壁殘垣。回民老街坊馬大爺祖輩世居於此，
他告訴本報記者，真正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上
世紀文革時期就已經被拆除，後來建了服裝廠，九
十年代又改為居民住房，「現在拆除的都是八九十
年代修建的老房子」。記者就此事向北京市文物局

及東城區文化委求證，尚未獲回應。
馬大爺說：「這裡原本是前後兩進的四合院，稱北總

布胡同3號，後來重新編號改為24號、26號。南側的樓

房都是九十年代蓋的。」
他告訴記者，北總布胡同、東總布胡同以及前後趙家

樓胡同住㠥很多名人大家，艾青、馬寅初、朱啟鈴等故
居都分佈於此。馬大爺祖產四合院就在南面的小羊宜賓
胡同，也早就拆遷了，附近的老街坊大多已經搬走了，
新住戶換了好幾撥。
他說：「文革時候要拆，誰敢說話啊，但是到了現

在，類似這樣的名人故居必須加強保護，這都是寶貝
啊。」據悉，東城區文化委已通知建設單位，不得繼
續拆除現存院落的原有歷史建築，並對落架後的全部
傳統建築材料妥善保存。同時，東城區文化委將委託
有資質的設計單位，在完善實測資料的基礎上，制定
復建方案。

台灣桃園縣羅姓女子因無法忍受先生黃姓男子打
鼾太大聲，以及要求索回女兒滿月時親友致贈的金
飾，並要她跟女兒的戶籍遷至基隆，向法院訴請離
婚。法院日前維持二審認定，判不准。
法院判決指出，在網路上結識的羅姓女子與基隆

市黃姓男子於2007年10月間結婚後，育有1名女兒。羅
女不滿黃男要求索回女兒滿月時親友致贈的金飾，並要
她跟女兒的戶籍遷至基隆。另外，黃男打鼾聲於20坪空
間內都聽得到，讓她無法忍受而失眠。羅女因而向法院
訴請離婚。
而黃姓男子認為打鼾並非不治的惡疾，無法苟同羅女

為求離婚而否認他對家庭的貢獻，還將他塑造成一無是
處的暴力行為者。
法院審理認為，黃姓男子身為人父，依社會一般觀念

要求妻子、女兒遷戶籍至他的住所並非不合理，而出於
保管男方親友致贈金飾的動機，才向羅女索回金飾。另
外，黃男的身體機能未因打鼾而有任何障礙，非屬惡
疾，雙方可協調降低鼾聲干擾，並非無解決辦法。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龍年新年，內地結婚的新人明顯比往年增
加。剛剛休完新年假期的廣州白領姚先生，
從臘月25日到正月初八，共參加了8場婚禮。
姚先生說，今年春節他共有14天假期，真正

休息的只有兩三天，其他要麼耗費在參加各種親
戚朋友的婚禮，要麼在到處拜年。姚先生感歎，
與其說是休假，不如說回家受累。
27歲的姚先生在廣州一家大型國有船務企業工

作，老家在江西。今年以來，他的同學和年齡相
仿的同事突然迎來結婚高潮。姚先生說，參加同
事的婚禮，關係一般的送200元，關係稍好的送
300到500元，而參加發小的婚禮，因兩人感情較
深，給了1000元禮金。
源源不斷的婚禮，令姚先生倍感疲憊。他估

算，節前共參加7場婚禮，共送出禮金5200元。不
過，這並沒有結束。大年初八，另一位發小結
婚，姚先生不得不請假一天，稍遲返回廣州。

他告訴記者，2012年前後，與他差不多年
齡的朋友幾乎都準備結婚，預計年內
還要參加近10場婚禮。

31日，北京遇大風降溫天氣。在街頭，「消失」多年的紅五

星棉軍帽又悄然流行起來。圖為在北京什剎海附近，紅五星棉

軍帽成為當下撞衫率極高的禦寒「潮品」。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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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後仍要駕駛 司機買表自測酒精

梁林故居被拆疑為「烏龍」

龍年結婚熱 80後新年「趕場」

■楊某撕掉門上的春聯，準備貼白對聯，沒

想到墳裡並不是母親的遺體。 網上圖片

■今年春節，在內地城鄉隨處可見迎娶車隊。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十 幾個穿制服的城管執法人員
袖手圍在一個佔道經營的賣

魚攤旁邊，在數分鐘的沉默僵持之
後，尷尬的小販主動收攤走人。
30日中午，路過南京市鎖金村某

街道的市民王先生看到了這幕特別
的執法場面，忍不住拿起手中的相
機拍下並上傳到網上。這張以「佔
道經營小販擋不住城管隊員『圍觀』
眼神開始撤退」的照片很快成為網
友們轉發、討論的熱點。

新執法方式引圍觀
「中午回家的時候，看見路邊圍了

十來個穿制服的城管，一個個袖手沉
默，圍㠥一個賣魚的街頭小販。當時
我就覺得奇怪，這場面看㠥很特別，

想到09年的時候武漢的城管用過『圍
觀』盯走攤販的新聞，我以為南京城
管也來用這招了。」拍照片的王先生
在採訪中說起了拍這張照片的緣由，
「當時周圍買菜的市民也不敢過去，
都在旁邊議論，說這樣的城管執法倒
是挺新鮮的。沒一會，賣魚的小販就
自己開始收拾攤子了。估計是不好意
思了。」

和平手法解決問題
對於這張引起熱議的照片，記者

隨後採訪了當時的城管執法隊歸屬
的南京市城管局鎖金村街道執法中
隊，該處的負責人竹科長表示，據
照片中的執法隊員解釋，他們並非
是在用「圍觀」眼神逼退小販，照

片中拍下的瞬間是他們已經經過了
數十分鐘苦口婆心的勸阻後，小販
依然堅持不走的僵持階段。
「我們並不想用武漢城管那種標

新立異的執法方式來吸引關注。事
實上，長期以來我們的執法隊員一
直堅持文明執法，隊員的素質和執
法方式都在迅速提高和改善。遇到
違法佔道經營的小販，我們都是嚴
格按照執法程序首先進行口頭勸
阻、說明解釋，然後對其販賣工具
進行收繳的。特別是這幾天剛剛過
完新年，我們也不想讓大家在正月
裡鬧得不開心。大家都盡可能以和
平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竹科長在
採訪中特別強調，請不要妖魔化城
管執法人員。

城管巧退攤販
南京市城管為洗脫暴力執法的污名，在取締無照違規攤販時不再以暴

力驅趕，改以「緊盯圍觀」方法讓攤販感到壓力，自行離開，「圍觀執

法」因此在內地網路上被熱烈討論。 ■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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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拆除後的北總布胡同24號廢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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