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帶孫女掃街
72歲阿婆 退辭遭

安徽渦陽72歲的環衛工李顯梅每天凌

晨3點起床，用人力三輪車載㠥6歲的孫

女去掃大街。她一邊掃街，一邊看㠥三

輪車上熟睡的孫女。最近，這段網絡視

頻引起了無數網民關注。但是記者來到

渦陽縣尋訪，沒想到，卻意外發現老人

已被辭退。

李顯梅老人每天凌晨3點起床，把
前一天剩下的飯菜熱熱吃了

後，叫醒熟睡中的孫女雲雲。凌晨4
時許，門外一片漆黑，李顯梅推㠥三
輪車帶㠥孫女出門掃地。從視頻中可
以看到，李顯梅每掃一段，就將三輪
車推行一段，一邊掃街，一邊不時看
看三輪車上的動靜，怕孫女凍㠥，或
者被人抱走。早晨7點，天空大亮，
李顯梅把她負責的150米路段掃完一
遍後已是滿頭大汗。她再次叫醒孫
女，帶她在街頭吃完早餐，把她送到
附近一所幼兒園上學。

媒體曝光呼籲幫助
從去年3月底開始，李顯梅老人每

天都重複㠥這樣的生活。據了解，這
段網絡視頻最初是當地電視台拍攝
的，媒體的鏡頭，讓很多人感歎李顯
梅生活不易，想幫她一把。在老人負

責的路段，附近的居民和商戶一致認
為，李顯梅是「最認真的環衛工」。
但日前記者來到當地，卻沒找到李顯
梅。代替李顯梅打掃路面的李師傅告
訴記者：「她已經被辭退了。」

突遭無故解僱
據悉，李顯梅是吉林省長白山市

人，丈夫是渦陽人，2001年因病去
世。雲雲的爸爸前年因酒後傷人被判
入獄，媽媽在生下雲雲後不久就離家
出走了。李顯梅決定獨自帶孫女生
活。
李顯梅告訴記者，2月13日下午，

「我還在打掃衛生，他們就讓我把掃
帚和三輪車都交上去，讓我第二天不
要來掃地了，我當時也不知道是什麼
原因。」當時，附近不少居民都認
為：「最近一段時間，有電視台記者
來採訪李顯梅帶孫女打掃衛生的事

情，後來傳到網上，可能是環衛
部門覺得壓力很大，就把她給辭
退了。」

環衛部門稱「人文關懷」
記者來到渦陽縣環境衛生管

理處，但該單位大門緊鎖。
後記者輾轉聯繫到渦陽縣市
容局負責宣傳工作的張先
生，他在電話中向記者解釋
說，李顯梅被辭退與外界因
素沒有任何關係。「她在之
前打掃衛生時，出現過暈倒
的現象。」張先生說：
「為體現人文關懷，我們只
是暫時讓她離開這個崗
位，我們現在為她解決實
際問題，正在積極為她辦
理低保等相關保障。」

■人民網

■網友為姚

明寫的「非

凡體」。

網上圖片

對鄧小平來說，先去吃這頓家宴，是履
行承諾。有傳媒報道稱，他在抵賓館後不
久，就在大堂等候出發。保安人員馬上給
他安排車隊，載他去弗吉尼亞州麥克萊恩
鎮（McLean，Vinginia）布熱津斯基的
家。該處地處華府的西郊，相距也不算太
遠。
中方陪同前去參加的官員有：國務院副

總理方毅和夫人殷森、外交部長黃華和夫
人何理良、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柴澤民
和夫人李友鋒以及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
另加翻譯員冀朝鑄。
美方除了上面已提過的萬斯夫婦及伍德

科克夫婦外，奧克森伯格（國家安全委員
會工作人員、他曾是美國學界中國通）、
霍爾布魯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
國務卿）均獲邀請前往作陪。

國家安全顧問夫人掌廚
因為中美雙方當晚到會的官員，亦是中

美建交前的談判者，所以，作為中美建交
之後，又一次同聚在一起，亦算重逢、互
相慶祝。然而，從正常的禮賓安排來說，
作為一位中國副總理抵達美國後首項活
動，不是歡迎儀式，又非隆重國宴，曾使
柴澤民為此疑惑不解。他說，美國人的安
排有點忽高忽低：副總統到機場迎接固然
是升級破格，第一項活動是私人家宴又屬
另類破例。
由於賓主都很熟稔，懷舊說新，氣氛融

洽。當晚的主菜是由布熱津斯基夫人親自
下廚做的熏烤牛仔肉，至於端菜招呼則由
他們的三名兒女擔任。他們是15歲的伊凡
（Ivan）、14歲的馬克（MarL）和11歲的女
兒米嘉（Mika）。

鄧公坦言遇過政治麻煩
席間也曾略談政治。主人想向客人探

風，鄧小平則改守為攻，套出了美方擔心
的問題。原來卡特備受國會批評壓力。希
望鄧小平此行能盡量多添好感，化解美國

上下階層人士過往歧見，並為經濟貿易帶來諸多好處。
這樣的話題本來並沒有記者在場記錄和採訪，一切相關

的席間內容，都是參與者事後洩露，或通過別人透露出來
的。至於中國方面，也是多年以後，有未透露姓名的在場
者自己或借他人之口提及當晚一些情況。
據說，在閒談中，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說，為了達成中

美關係的正常化，卡特總統在國會曾遇到困難，這尤其與
參眾兩院議員中的援蔣勢力故意製造的障礙有關。然後，
他轉問鄧小平：「您在中國國內也遇到過類似的麻煩嗎？」
鄧小平當時應聲說：「有。」
他的回答當然引起美方在場者的關注，都緊緊地盯住了
鄧小平。後來，奧克森伯格提及此事時說他在一旁

以為：「這將是一個令人高興的夜晚，看
他多麼坦率！我們將可以了解中國在制
定此政策的過程中到底曾發生了什麼
事。」
只是，鄧小平停頓了一下，語帶詼諧地

說：「台灣有人反對我這樣做。」此言一
出，滿座笑聲。（三之二） ■摘自：《中華讀書報》

■鄧小平到布熱津斯基家吃飯。 網上圖片

牙齦有出血情形莫輕忽，台
灣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
念醫院昨天以1名患者為

例指出，這位不明牙齦出血
和血尿合併發燒者經診斷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施予化學治療、骨髓移植已控制病情。
血液腫瘤內科主治醫師黃炯棠說，一般急性白

血病常見的臨床症狀以貧血、發燒、全身倦
怠、皮下出血瘀青、牙齦出血、血尿或者女性
月經量不止的情況最常見，有時也可能是肝脾
腫大、牙齦腫大、骨頭疼痛或出現皮膚白血病
的症狀。
黃炯棠說，1名34歲男性工人因牙齦出血、血

尿合併發燒到院檢查，發現白血球異常，經轉院
到血液腫瘤科治療被診斷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經
過化學治療與骨髓移植後，急性白血病獲得緩解與
控制。他指，白血病的病因複雜，包括放射線、病
毒、化學藥物、染色體異常、基因突變等多重因素造
成不成熟的白血球(芽細胞)不斷的增生而且停止分化等
情形。 ■中央社

浙江寧波鄞州邱隘派出所民警汪曉旭
接獲報警來到一家廢棄的廠房，只見一
名流浪漢氣息微弱地躺在地上，鬍子拉
碴，人已經被凍得有些僵硬了。一問之
下得知，此人從三樓破掉的樓板上跌下

骨折後躺在地上有幾天了。幾天後，當他知
道了流浪漢的真實身份後大吃一驚，這流浪
漢是復旦大學計算機專業的研究生，曾經還
是公務員。

墜樓險死 三天才獲救
躺在病床上的「流浪漢」自稱小武，安徽

人，33歲。他本科畢業後考上了縣公務員，
在親友眼中，他是成功的榜樣。但小武有更
大志向，工作一段時間後，他辭掉公務員的
「鐵飯碗」，考上了復旦大學計算機專業研究
生。畢業後，小武最初告訴家裡，他在一家
外企工作。但他覺得工作不順利，自己的價
值得不到發揮。他夢想找一份有人賞識，又
配得上他學識的工作。
在此後的兩年裡，小武到過上海，去過無

錫，一直沒找到合適的工作。為了生存，他
還在工地打過零工，去工廠也幹過。去年12
月底，小武來到寧波，但不到幾天他的錢包
和手機就被小偷給摸走了，無奈之下，他就
在邱隘的廢棄廠房裡住了下來。1月3日晚
上，小武一腳踩空，他直接從廠房三樓地板
上的大洞掉到了一樓。
第一天，全身多處骨折，腰椎也不能動彈的

他整整昏迷了一天；第二天，想求救，可是雙
目所及之處，根本沒有人影；第三天下午2點
左右，當他聽到遠遠地有汽車碾過石子的聲音
時，他不顧一切地喊起了「救命」，終於被來
查看廠房的老板發現報警。 ■《錢江晚報》

2月15日，鄭州市花園路巡防隊員
接到市民李先生求助，李先生稱，
他在街頭買了五斤核桃，回家敲開
後發現一些核桃裡面竟是水泥塊，

細看之下，核桃殼也是用白色膠水黏合
的。巡防隊員告訴記者，為了多賺錢，商販將薄皮
核桃掰開，取出核桃仁後，裝上水泥塊出售，
為了防止晃動時水泥塊發出聲響，造假者還在
水泥塊外面包了紙。 ■《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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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節已過，但有關
愛的故事，不會缺少。
在貴州的她，想用前一
段愛情的「遺物」——

一對價值200元的純銀戒指，去為山裡的貧困
孩子換一座教學樓。在烏魯木齊工作的他，
用一塊和田玉交換了這一對銀戒指作為婚
戒。而在上海讀書的她，則用姐姐送給自己
的鑽石婚戒去愛心接力。
在微博上發起這場愛心交換活動的，是貴

州民族學院大三女生楊艾菁。2月1日，她把
「戒指換山區教學樓」的想法發到了微博
上，得到許多網友的響應。他們給楊艾菁發
來私信，希望交換物品：郵票、項鏈、擺設
⋯⋯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表示，只要楊艾菁
看得上，「換」或者「送」都可以。楊艾菁
仔細挑選了這些「待換品」，「衣服和食品
等不利於再次交換，我都婉拒了。」

目前，楊艾菁已經完成兩輪交換，她先從
烏魯木齊小伙劉堂堂手中換得價值兩千多元
的和田玉；15日下午，這塊玉又被上海女生
趙藝寧用價值上萬元的鑽戒換走。「一棟教
學樓的建設費初步估算在20萬元左右。」楊
艾菁說，「我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換來那棟
教學樓，也許一年，也許一輩子。不管要換
多久，我都要走下去，全力去完成這個夢
想。」 ■《新聞晨報》

人間

愛心女孩欲用戒指換山區學校

牙齦出血 或患急性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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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水泥塊發出響聲，核

桃裡還塞了紙。 網上圖片

■小武把

油漆桶改

成 了 爐

子。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白林淼，通訊員 戴

樂 溫州報道）近日，由內地知名主播主
演，以微電影形式拍攝的一輯鞋類廣告引
起內地網絡論壇和微博熱議，網友將此稱
為「奧康非凡體」，網友惡搞馬英九、姚

明、梁朝偉，引來關注。
據了解，所謂「非凡體」區別於一年前流行過的「凡客體」。

其基本格式是「××歲，××事」。如江蘇衛視《非誠勿擾》主
持人孟非 「18歲，學業偏科，高考落榜。20歲，一次意外的工
傷，手就被滾筒拖進去了，差一點成殘廢。30歲，從打雜到扛攝
像機、當記者，一路做到新聞主播台；40歲，就是現在的我。這
是我的路，我是孟非，我穿39碼奧康商務鞋，我享受這路上的一
切。」

冏語

網友「非凡體」惡搞姚明

求職不順名校生成流浪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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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2月，第十三屆冬季奧運會

在美國普萊西德湖舉行。中國運動員

參加了這次比賽。這是國際奧委會自

1979年恢復中國在奧林匹克運動中合

法地位以後，中國運動員首次參加奧

運會的競爭。這次中國參加比賽的運

動員人數共28人。這次比賽，基本上

反映了中國冰雪運動水平有所恢復和

提高，但同世界先進水平仍有很大差

距的現狀。

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星紅旗同奧運會

會旗和其它參加國的旗幟一起飄揚，

這在冬季奧運會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其重要意義遠遠超過了冬季運動本

身。國際友人們把中國人民的這一重

大勝利，比作恢復中國在體育運動中

的聯合國席位。許多曾為恢復中國在

奧運會中合法權利而奔波多年的外國

朋友在熱烈歡迎中國體育代表團時的

第一句話就是：「終於把你們盼來了!」

在普萊西德湖，印有五星紅旗的中國

奧委會紀念章成了人們到處索求的珍

貴紀念品。

新中國成立以後，開始時冬季運動

水平較低，經過50年代的巨大努力，

中國的冰雪運動逐步縮短了同世界先

進水平的差距。1962-1964年，中國

速度滑冰選手曾經獲得過一個世界冠

軍、一個亞軍、一個第三名，有兩人

打破世界紀錄。

22年前 中國首次參加冬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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