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位被稱為「國旗老阿

媽」的102歲藏族老人網上走

紅。她叫次仁曲珍，住在西藏聶

拉木縣樟木鎮邦村。47年來，她

每天堅持在自家院裡升掛國旗。

她還獲得了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總部於

2009年9月頒發的「大世界基尼斯之最」

獎牌，上面寫道：每日升國旗持續年數

最長的人。 ■《瀟湘晨報》

2002年5月24

日，國務院原副

總理，中國共產

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

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第五屆、第七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習仲

勳，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習仲勳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對共產主義具

有堅定信念，對黨和人民、對無產階級革命

事業無限忠誠。他雖幾經坎坷，身處逆境，

但百折不撓，奮鬥不息，他始終堅定地與

黨中央三代領導集體在政治上保持一致，

堅持執行黨的基本路線。他孜孜不倦地學

習馬克思主義，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

場、觀點、方法，敏銳地發現問題，解決

問題。

國務院原副總理習仲勳逝世

一九五一年元旦，中華大地沉浸在歡慶我志
願軍勇士連續取得兩次戰役勝利的喜悅之中。
每逢佳節倍思親，張文秋的家人和志願軍所有
家屬一樣卻「遍插茱萸少一人」。他們思念

「出差」在外的親人毛岸英，大女兒更是思夫
心切，常常是獨看簾月到三更。

出差數月 家書全無
少華見思齊沉悶不語，知道她又想岸英了，

於是關切地問：「姐，是不是又想大哥了？大
哥這次出差時間也太長啦！」

「哥也真是，走了幾個月，連個信兒都不捎
來，爸爸惦記他，張媽媽念叨他，讓全家人都
為他擔心。」平時寡言少語的毛岸青也嘟噥
道。

「聽說大哥去了蘇聯，蘇聯人過不過年？他
們吃餃子嗎？」不滿八歲的小少林瞪 眼睛
問。

「你就知道吃！」劉思齊用手指輕輕刮了一
下小少林的鼻子，笑 說，「你們都放心吧！
蘇聯是友好國家，不會有事的。他一幹起工作
來，恐怕把我們都忘到腦勺後去了。」

張文秋趕忙出來打圓場:「岸英去了這麼長時
間不回來，肯定擔負 重要任務。他在蘇聯一
定很忙，想省點寫信的時間，抓緊把工作幹
完，好快點回來和我們團聚！」張文秋說完，
遞給毛岸青一個信封，裡面裝 四十元錢。

文秋守信 照顧老小
自從毛岸英「出差」走後，張文秋嚴守承

諾。看到大女兒尊重孝敬公公，公公關心指導
兒媳長進，她由衷地高興；而毛岸青每周必到
張家，還不客氣地把待洗的衣被等不善自理的
活兒帶過來，張文秋照單全收，洗淨、晾乾、
疊好，樂此不疲。

張文秋問享受供給制的毛岸青：「岸青，我
問你，你的零用錢一個月得多少？」

「三十多塊吧！」毛岸青性子直不見外，實
話實說。

「這樣吧，每月給你四十塊！」慈祥的老人毫不吝嗇，
說話乾脆。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四十塊錢可不是個小數目，
幾十元的月薪可讓一個幹部養活幾口之家。為了給毛岸青
這四十元零花錢，張文秋各方面都要緊縮開支，會客或外
出活動，粗布列寧裝一穿多年，捨不得花錢置辦新衣。

新的一年來臨了，中南海裡張燈結綵，到處是一派喜氣
洋洋的氣氛。周恩來看完彭德懷發來的關於準備打過三八
線解放漢城的好消息，認為現在是向毛澤東通報岸英犧牲
的一個最好時機，於是同劉少奇商量：「岸英犧牲的事

不要再瞞了，總瞞 也不是辦法，等老彭回
國了再通報就被動了。」「那就報告給主
席吧！」於是周恩來心情沉重地給毛澤
東和江青寫了一封信，說明毛岸英已經
犧牲和當時未將電報呈送給他的原因。

（四之一）

■摘自《毛岸英在朝鮮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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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長子毛岸英。

福州市區裡的「機場高速」被翻譯成
「Jichang（漢語拼音） Expressway 」，繞
城高速被譯成「Raocheng（漢語拼音）
Expressway」，瞧這中英文結合的，不知
是不懂英文還是自創⋯⋯」22日，網友

「我是爆料王」在新浪微博上說，福州的路
牌中英文結合，讓人看不懂，立即引起了眾
多網友的熱議。

在西二環國棉永輝附近，記者看到這個藍
色的路牌，這種「半土半洋」的翻譯讓人感
到很彆扭。

在網上，大多數網友認為，既然是英文翻
譯，就要按照英文單詞來翻譯，直接寫成漢
語拼音沒多大作用。

記者就此事聯繫福州市交巡警支隊科研設施大
隊，一名負責人解釋，這塊路牌是前一段時間設
置的。「按照翻譯習慣，這個路牌設置應該沒錯

吧，像我們的『東大路』就是『Dongda Road
』。」該負責人表示，會找專業翻譯人員進行指
導，如果有錯誤會加以修改。 ■《福州日報》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杭州
地鐵一號線試運營在即，市交通運輸局起草的《杭
州地鐵乘客守則（初稿）》正向社會徵求意見，其
中《守則》第十四條第二點規定「車廂內不能飲
食」，引發市民爭議。

今年1月，曾有內地遊客在香港地鐵上吃東西的視頻
被放上網，引起不少內地網民熱議。據港鐵條例規定，
車廂內禁止飲食。然而記者翻查京滬等地的地鐵守則，
均無車廂內不可飲食的規定，僅規定不能亂扔果皮、紙
屑等雜物。

此前杭州的巴士上也推行過「無飲食車廂」，但至今
也未能完全執行。有網民更稱：「誰都希望能舒舒服服
地吃個早飯。但我在杭州濱江租農民房生活，每天轉兩
班車去城西上班，單趟路程就超過1個半小時。如果不
能在交通工具上吃早飯，就又要提前半小時起床，實在
是非常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凌雲 北京報道）

北京密雲穆家峪機場日前獲得中國民航華
北管理局審核批准，成為北京第四個通用
機場，華北地區第九個通用機場。下一
步，密雲將通過籌建航空俱樂部、舉辦飛

行者大會等形式，促進密雲公務機飛行、通用
航空、飛行娛樂等新興產業的發展。內地民用
機場分為運輸機場和通用機場。前者為從事旅
客、貨物運輸等公共航空運輸活動的民用航空

器提供起降服務的機場。而通用機場是指專供
通用航空飛行任務起降的機場，為從事工業、
農業、科研、訓練、文化體育活動以及公務、
私人航空的民用航空器提供起降服務的機場。

「目前首都機場一小時只能起降一架公務
機，已無法滿足快速增長的國際國內高端商務
人士對公務機的使用需求。」密雲縣投促局阮
營詩局長說，隨 中國經濟發展和首都世界城
市地位的凸顯，私人購買飛機已成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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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內地某媒體上連續刊登的一則名為
「尋瓊中烏石一姑娘」的尋人廣告吸引了
不少市民注意，原來是小陳在汽車站
候車廳結識了一名瓊中女孩，兩人
又恰巧乘坐同一班車，女孩匆忙下

車男孩未留下女孩電話。遺憾之際男孩
鼓起勇氣，花了900元登了一則特別的
尋人廣告，並最終找到了女孩。

小陳刊登尋人廣告，勇敢尋找心儀女
孩，也引來許多市民的關注。在廣告刊
登的第一天上午，小陳的手機就一
直響個不停。烏石的許多百姓給他
提供線索，還有一位摩的司機告訴
小陳，他當天還在車站附近載了一
名提 大行李箱的女孩，可能就
是小陳想找的人。小陳非常高
興，在他準備有空再去找女孩
時，當天他的手機就收到一條陌
生號碼發來的短信「是你登廣告
找我嗎？」一問，才知就是那名
女孩，而兩人現在一直保持 聯
繫，先從朋友做起。

■南海網

一張尋人啟事
一段車站情緣

「土洋」合璧路標 路人一頭霧水

私人航空成趨勢 京新通用機場獲批

■小陳刊登的廣告。 網上圖片

■土洋結合的路標。 網上圖片

■本報2002年5月25日報道版面

22 日，記者跟隨濟南康復醫院的醫生
一起前往兄妹兩人的住處，探訪這

對「野人」鮮為人知的生活。

與世隔絕 野菜為生
據當地的村支書介紹，這兄妹倆姓高，

以前就住在村子裡，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
搬到了山頂，從此以後極少下山，也基本
上斷絕了與其他人的聯繫。生活全部依靠
在外打工的二哥救濟，終日以麵條和野菜
生活。

窩棚為家 麻袋當床

隨後，記者沿 山路走了半個多小時才

在山腰找到這對兄妹，一間不到兩米寬的

窩棚、幾個麻袋就是他們的棲息之地，蓬

頭垢面的兄妹倆見到眾人則一臉茫然。無

論大家如何詢問，哥哥始終只是以「嗯」

回答，而妹妹則一言不發。記者發現，妹

妹始終雙拳緊握縮在胸前，由於常年重複

這個動作，掌心已被手指甲挖出了四個小

坑。

各界幫助 回歸常人

醫生檢查後發現，紅花的病是一種廢用性

綜合症，很可能是受到了外界的某種刺激或

侵害，才保持 雙手緊握縮在胸前的姿勢，

而且雙手已失去了原來的功能。此外，由於

20餘年過 「與世隔絕」的生活，兄妹倆幾

乎失語。醫院康復科主任劉寶祥表示，即使

現在開始治療，也需要半年時間才能痊癒。

目前，醫院及社會各界正努力救助這對兄

妹，爭取讓他們早日回歸常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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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章丘官莊鎮中白

秋村的山頂上住 兩兄

妹，這就是故事的主人公

老三、紅花。自從上世紀

80年代搬到附近山上後，

始終過 與世隔絕的生

活，被當地村民稱為「野

人」。 ■《山東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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