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小區裡有一兩對雙胞
胎不少見，但一棟宿舍樓
裡出了五對雙胞胎就有點
少見了。在廣西賓陽縣黎
塘鎮水電五處的宿舍區，

就有這麼一棟「神奇」的宿舍
樓，在最近10多年裡，接連出了五對雙胞
胎。
這棟樓只有四層高，裡面共住 32戶居

民。1990年以前，這棟宿舍樓是屬於一間技
術學校的，當時這棟樓裡也沒有過雙胞胎，

直到水電五處的職工搬過來以後才開始有雙胞胎
的。
一棟樓裡出了那麼多對雙胞胎，有何奧妙？

308號房的梁先生認為，這不過是遺傳基因加上
巧合。他有一對龍鳳胎孩子，是這棟樓的第四對
雙胞胎。據他了解，五對雙胞胎都是正常受孕，
孕婦的飲食也沒什麼特別，不過家裡多少都有雙
胞胎的遺傳基因，「我妻子的表姐就生了一對雙
胞胎」。

如今樓裡有十多個10歲以下的孩子，不管哪個
小朋友過生日，都會叫上其他小朋友慶祝，雖然
宿舍樓比較舊，房間都很窄小，但鄰里之間很親
近、融洽。 ■廣西新聞網

孝子地鐵摟父睡覺感動網友

1996年6月2日，中國國家重點項目秦山核電二

期主體工程開工，工程設計裝機容量為兩台65萬千

瓦壓水堆核電機組，總投資148億元，電站設計壽

命為40年。

開工儀式在杭州灣畔楊柳山施工現場舉行。國

務院副總理吳邦國和國家有關部門及有關省市負

責人出席了開工典禮。國務院總理李鵬發來賀

信指出，秦山核電二期主體工程的開工，標誌

中國自主開發核電站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秦山二期採用「以我為主，中外合作」的

方式建設，將為中國自主設計、自主建設

大容量核電站積累經驗。

秦山核電二期工程是由中國核工業總公司、中國

華東電力集團公司、浙江省電力開發公司、申能股

份有限公司、江蘇省投資公司、安徽省能源投資

公司共同投資建設的。由中國核電秦山聯營有限

公司建造和營運，全國有數十家科研單位參加了

地質勘探、水文測試、環境調查和工程試驗，

有上百家大型機電企業參與了設備製造，聯營公

司還與國外二十多家公司簽訂了技術合作協議。

2004年5月3日，秦山核電二期工程2號機組正式

投入商業運行。

秦山核電二期工程開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九十
五高齡的紅學大師周汝昌前天仙逝的消息傳出
後，在學界和民間引發強烈關注。本報記者昨
日踏訪先生生前寓所，簡樸的六層紅樓裡門房
緊閉，周邊一片平靜。當地居民透露，周先生
是前日凌晨在家中離世，遺體已於當天下午送
往殯儀館。周汝昌的女兒周倫玲亦回覆記者
稱，家人謹遵周老遺願，後事一切從簡，不會
舉辦任何告別儀式。

一生「為芹辛苦」
位於北京東三環附近的紅廟北里社區，有一

棟六層的紅色磚樓，大概始建於上世紀六七十
年代，周汝昌先生在這個樓的一套三居室中度
過了生命的最後三十年。據到訪過周宅的有關
人士透露，屋內陳設極為簡陋，沒有任何裝修
的水泥地面，陳舊的傢具，印象最深的就是簡
樸客廳裡的藏書以及書櫥裡刻有「為芹辛苦」
的磁盤。
記者來到位於二層的周宅，但大門緊閉，平

靜如常。周邊居民告訴記者，周老確實在這裡
居住，以前還經常能見到他在樓下的小花園散
步，「個子瘦瘦小小的，但是很和氣，我們都
知道他是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家。」據透露，周
老是前日凌晨在家中離世，遺體已於當天下午
送往殯儀館。

上月仍口述新書大綱
周汝昌的女兒周倫玲也對記者說，周老身體

一直不錯，這次離開並不是因為疾病，而是操
勞以及年邁，「他在五月份的時候，還堅持口
述一部新書的大綱，叫《夢悟紅樓》，很大很
厚重的一部書。此外，他還要寫一部關於《紅
樓夢》與中華文化的書⋯⋯」
著名作家劉心武則對記者表示，自己和周老

堪稱「忘年交」，對於周老的離世，雖不意
外，但是非常難過。劉心武曾撰寫《紅樓夢後
八十回真故事》、並在《百家講壇》講解紅樓

夢，他對《紅樓夢》進行了顛覆性分解，在海內外掀起了
「紅樓熱」，與此同時，其「另類」紅學研究也遭到國內紅
學家的一致反對。他對記者說，周汝昌長其20多歲，在一

些紅學觀點上兩人也有很多不一致，但是周老
一直鼓勵他，並曾贈其「能察善悟」四個
字。周老對所謂「外行」、「業餘研究者」
充滿了包容和支持，從他身上，體會到了
長者和大家的寬厚與風範。劉心武並透

露，他準備將多年來和周老的探討成果以及
書信進行整理，最後將集結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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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學家、詩人和書法家

周汝昌，是繼胡適之後，新中

國研究《紅樓夢》第一人。

新華社

■紅學大師居處(紅圈示)。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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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東南大學校園

內，身穿民國時期

學生裝的畢業生在

拍攝各種造型的照

片。近日的南京各

大高校校園內颳起

一股「民國風」，上

世紀一二十年代的

「大學生」隨處可

見，令人頗有種穿

越的感覺。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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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由一家單身俱樂部籌辦的「億萬富豪團」

徵婚活動受到廣泛關注。該俱樂部要求會員必

須是未婚或離異，且個人資產1億元人民幣以上

或大型國(外)企董事長、總經理，並需繳交20萬

元年費。

有關徵婚活動將在本周日(3日)在成都舉行。據負

責人透露，目前全國報名女賓已超5000人，報名女

賓來自海內外，平均年齡27歲，最小年齡19歲，最

大41歲。應徵女賓需經個人介紹、相片展示、錄像

介紹、心理測試、婚姻價值觀等10個方面指標的評

估。 ■天府早報

5千女爭嫁億萬富豪

須通過10項評估

內地針對0-3歲孩子的學前教育（內地稱早教教育）
市場越來越瘋狂，家長動輒花費數千甚至二萬元送
還在穿尿片的BB上學前班，此外，機構攫取暴利，
市場陷阱重重，家長追捧和巨額暴利促使這一產業
急速擴張。
其中南京多個商業中心出現參加早教的孩子低齡

化傾向加劇，有的「學員」甚至還抱在懷裡、含
安撫奶嘴。這些學前班一節課一般收費在140元至
350元之間，如果報了兩門課程，一年花費在2萬元
以上，即使選擇最少的課時和最便宜的價格，也起
碼要花上5000元。
問及為何收費如此高昂時，學前教育機構都堅稱

「貴有貴的道理」。一些機構以歐美教學模式為賣
點，宣稱課程、教學環境和硬件配套全球接軌，有
些機構以「意大利蒙台梭利教育法、德國卡爾．奧
爾夫音樂教育法」等理論為基礎，讓家長覺得物
超所值。

投資學前教育兩年回本
此外，多家品牌機構均表示，加盟一

家學前教育中心，平均投資回報率至少
在30%以上，不到2年就可以收回成
本。
對此瘋狂現象，長期研究學前教

育的南京師範大學教科院副教授殷
飛認為，家長的功利化教育傾向讓
過度學前教育愈演愈烈。學前教育
中心應因材施教，讓孩子在感受
親情關愛中快樂地學習。

■《工人日報》

幼兒教育暴利

學前班動輒收過萬

近日，一張《大陸
孝子摟 老父親睡覺》
的照片感動了萬千網
友，引起廣泛反響。
照片拍攝於上海地

鐵上，網友稱被這溫情一幕深深感動。網友
「非成勿靜」說：「因為經常見過摟 女朋友睡
覺，也見過摟 孩子睡覺。看到摟 老父親睡
覺的，還是第一次！」許多網友以「讚！地鐵
上的孝子」為題轉發了這張圖片，「落雪是花
博報」更稱讚這是一張「感動中華」的照片，
「華彩張星宇」說：「相比之下，我對家人做得
太少，備感慚愧⋯⋯家人真正想要的只是子女
能過得幸福，並陪在他們身邊。」更多的網友
紛紛跟帖表達了祝福，「祝天下的父親健康平
安！向這位孝子學習！」 ■《南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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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棟宿舍樓出5對雙胞胎

人間

■上海一名

孝子摟 老

父親在地鐵

內睡覺，照

片在微博曝

光後引起熱

議。

網上圖片

■億萬富

豪徵婚活

動甚受歡

迎。

網上圖片

■11號樓第一對雙胞胎如今已長得亭亭玉立。

網上圖片

■本報當年報道秦山核電二期
工程開工消息。

黃志磊身形瘦弱，很難想像這樣一位少年是怎樣從2米多深、
坡度很陡的水溝裡，救出4名落水兒童的。

上周六（26日）黃志磊下午寫完作業後，便去地
裡找奶奶。「路上，忽然聽到有人喊救命，聽到後
我就急忙跑了過去。」
然而眼前的情景嚇壞了黃志磊。「水溝裡面有三

個孩子正在奮力掙扎，一會兒又有一個孩子從水裡浮
了上來，而我又不會游泳，也不知該怎辦。」

一根管子拉回四條命
黃志磊說，這時，他想到老師每周在教育安全課上講的

一些急救小技巧，便急忙爬上土坡，想去折斷土坡上種植
的小樹來救人。
由於年幼力氣小，他沒有折斷樹木。「後來看到一根管

子，我就拿起來伸到水裡面，並大喊 讓他們抓住管子。」

幾名落水兒童在水中聽不清楚，黃志磊便努力把管子伸到他們身
邊，對方抓住管子後，黃志磊便將他們拖了上來。
由於體力透支，在救第四個兒童時，黃志磊沒有了力氣。「好

在獲救的曉龍喝水較少，把他救上來後，我們一起將在最後的猛
猛拖了上來，當時他的肚子已經脹得很大了。」兩人將猛猛拖上
岸後，猛猛已經處於昏迷狀態。
黃志磊按照老師在課堂上講的急救知識，給猛猛做人工呼吸，

還用手使勁兒掐人中穴位，幫他按壓胸部，讓他排水。」經過個
多小時，猛猛才慢慢醒了過來。

救人性命不留名
志磊的爸媽多年來一直在天津打工，他一直跟 爺爺奶奶和外婆

生活。當被救孩子的家長找到黃志磊家時，他的外婆才知道志磊救
人的事情。原來，黃志磊回家後，並沒給家裡人說這事，第二天就
回學校上學去了。目前，被救的四名孩子都已基本恢復健康。

13歲
男孩

山東省濱州市陽信縣流坡塢黃家村，一名年僅13歲、身高僅1.5米又不諳泳術的少年黃志

磊，憑借平時在學校裡學的急救安全知識，用一根水管，先後將4名落水兒童救上岸，並為

昏迷的兒童做人工呼吸和按壓。做了好事後，他並沒有張揚，事件經被救童家長登門感謝

並由傳媒報道後才曝光，救人不宣的作風為人稱頌。 ■《齊魯晚報》

4名落水童智救

高校民國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