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廣州一名3歲女童失足從陽台

墜下，在其懸空掛在防盜窗隨時有墜

樓危險的時刻，一名赴廣州搵工的湖

北籍男子周沖挺身而出，爬上陽台用

雙手將其托起，令女童獲救。之後，

周沖雖悄然離去，但經社會及媒體全

城搜索，這名無名英雄終曝光。

記者獲悉，從10日到11日，廣州市天河區及廣東省見義勇為基金會
先後為其送上5萬元及2萬元慰問金，獎勵其見義勇為行為。得悉

其正在找工作，10多家廣州企業主動提出要為其提供崗位。不過，周
沖表示，自己並不想因此出名，同時也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一份
心儀的工作。

救人悄然身退 全城「通緝」好人
6月3日上午，廣州天河區3歲女童琪琪獨自在家玩耍時，不慎從窗台

掉下，脖子卡在防盜網鐵桿之間，隨時有墜樓危險。在眾人驚慌之際，
赴穗找工作的湖北籍青年周沖路過，見此情景，立即進入女童家樓下鄰
居屋內，順 防盜網爬向女童，並用雙手將其托舉，而自己卻沒有任何
防護措施。他的努力為民警及消防人員贏得營救時間。最後，在各方的
努力下，女童得以獲救，身體並無大礙，而周沖則悄然離開現場。
事後，琪琪父母等發起尋找行動，天河區高度重視並發起「『好人』

通緝令」，在街道、社區、物管等共同努力下，終於找到了周沖。經媒
體報道，周沖的曝光率及影響力在羊城急劇上升。
據悉，23歲的周沖是湖北孝感人，上月剛從老家來到廣州，因為女

朋友在增城新塘打工，他準備在廣州找工作。10日下午，天河區領導

來到珠吉街珠村看望慰問周沖。琪琪也由父母抱來表示感謝。
同時而來的，還有大群媒體。面對媒體，周沖始終有點靦腆，
他還是那句很樸實的話：「真的不算幫了什麼大忙」。

多次見義勇為「不要把我當英雄」
事實上，周沖救人並非首次。堂嫂劉女士表示，2009年，周沖和

工友在五樓施工，工友失衡快要掉下，情急之下，周沖將工友抱
住，兩人雙雙倒地，工友脫險，
周沖的手臂卻被劃破長長的口
子。對於此次受到如此大的關
注，周沖連稱沒有想到，也多次強
調不希望通過做這一件普通的善事
受到太多的關注。11日，周沖再次
在其微博上強調：「請大家不要把
我當英雄，我只是簡單地想去幫
幫忙，真的沒什麼。」對於社會
各界對他的關注，周沖11日在
其微博上表達了謝意。

這場大火燒了幾天幾夜，燒毀長沙市區
房屋5萬多棟，居民死傷2萬餘人，而敵人
此時還在200公里以外！
當時周恩來、葉劍英等在大火中跑向城

外，撤離到湘潭。對於當時的情形，邱南
章回憶說：我起來一看是滿城大火，我就
趕快叫周、葉起來，然後到樓下去叫司
機，這時司機已經起來了，他顧不上叫我
們，我說我上去叫他們兩個，等我們下來
一塊走。我們還沒下來，司機已經把車開
跑了。不過那時不跑也出不來。

長沙滿城盡毀
後來我們三個人是手拉 手出來的。我

們一出來就往江邊上走，從江邊走到馬路
邊，這時天已經亮了。在馬路邊上有國民
黨的輜重團（現在的汽車團）的汽車，他
們跑長途到長沙拉東西，停在馬路邊上。
我們就問他們是幹什麼的？他們說是拉東
西，我說現在城裡已經都燒光了，還拉什
麼東西呀，我們就叫他們和我們一塊走，
到湘潭去。他們看我們都是軍官，也想
走，又不想走，後來又給他們說了說，就
叫他們一輛車跟我們一塊走。這樣我們就
坐 國民黨輜重團的一輛汽車走了。
國民黨當局一手製造的這場駭人聽聞的

「長沙大火事件」，使好端端的長沙古城橫
遭浩劫，城毀人傷，慘不忍睹，遭到國內
外輿論的一致譴責。周恩來、葉劍英迅速
組織八路軍辦事處和抗敵演劇隊人員返回
長沙，進行善後救災。他們嚴厲批評所謂
「焦土抗戰」政策，向國民黨最高當局提
出撥款救災、清理街道、安置災民的辦
法，強烈要求懲辦放火首犯。同時為當
「替罪羊」的張治中作解釋工作，使張治
中甚為感動。
對於蔣介石的禍國殃民點起的這場「長

沙大火」，國民黨當局盡力隱瞞真相。後
來張治中在回憶錄《長沙大火一日記》中
予以揭穿。

中共幫助張治中澄清事實
迫於當時的壓力，國民黨當局將長沙警

備司令豐悌等人判處死刑，給了張治中革
職留任的處分。
儘管如此，周恩來、葉劍英還是為張治

中澄清事實，對此張甚為感激。張治中在
另一本書《我與共產黨》中談及此事，他
寫道：「長沙發生大火，各方面尤

其黨內平日不滿意在湖南倡導社會改革運
動的頑固分子對我的攻擊更甚，我總不
置一詞，而中共朋友反為我解釋，給我
慰藉⋯⋯在各方面紛紛落井下石使我感
到四面楚歌的情形下，他們對我親切的同

情，也是我畢生難忘的一件事。」（二之二，完）

■摘自《葉劍英在關鍵時刻》 作者：范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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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達瓦孜第六代傳人艾斯凱爾在湖南省平江

縣石牛寨首次試走「蒙眼倒走鋼絲」。

香港文匯報湖南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穎 岳陽報道）雙眼蒙 紅綢
布，手持30多斤重的平衡桿，腳穿軟底靴小心翼翼地在
鋼絲上倒退行進⋯⋯11日上午，新疆達瓦孜（達瓦孜是
維吾爾族一種古老的傳統雜技表演藝術）第六代傳人艾
斯凱爾在湖南省平江縣石牛寨第一次試走「蒙眼倒走鋼
絲」，為自己7月8日的全球首次挑戰蒙眼倒走700米鋼絲
做準備。
由於此類「蒙眼倒走鋼絲」挑戰在全球尚屬首次，此

前還沒有人在戶外挑戰過，如果艾斯凱爾挑戰成功，他
將成為高空蒙眼倒走鋼絲的全球第一人。
當天的試走只行進了約6米的距離，事後艾斯凱爾告

訴記者，試走順利不代表真正挑戰時也能如此平穩，因
為挑戰時走的是纜車所用鋼索，並非專用鋼絲，且上面
還佈滿了機油，走起來會比較滑，因此難度更大。

因為原告代理律師的疏忽，法院傳錯了被告
人，致使其妻子生病住院。浙江省德清縣法院
法官提醒，起訴時列明當事人情況還需謹慎。
王某與張某素有提供運輸服務的業務往來。

2011年7月2日至9日期間，王某為張某運輸石
子，雙方約定運輸費按每噸7元結算，經雙方
確認王某共為張某運輸2500噸石子，合計運輸
費17500元。王某多次催討，張某分文未付。
王某情急之下，決定起訴張某。
德清法院於今年4月20日立案受理了此案，

按照訴訟流程，書記員依據原告提供的被告身
份情況通知了張某到庭應訴。張某接到法院應
訴手續後，氣急敗壞地趕來法院找到承辦法
官，稱自己根本不認識原告王某，也不是做石
子生意的。
在法官的詢問下，終於真相大白。原來，王

某只告訴律師自己要起訴的是三合鄉一個叫張
某的做石子生意的，律師在進行戶籍信息查詢
時，確實找到了三合的張某，但此張某非彼張
某。律師稱自己也疏忽了，沒有與王某核對身
份情況，所以才鬧出了這樣的笑話。最後，律
師掏出了150元，作為給張某的補償。

■新華網

10日，在被譽為「粽子一條街」的成都馬鞍東路
上，有商家掛出的廣告橫幅上打出了一句「雷人」
的廣告詞：「屈原大叔別跳了，吃個胖姐粽子吧」，
廣告詞的右邊還給屈原的頭像設計了一句台詞：
「HOLD不住咯！」

據這家粽子店的店主「胖姐」說，這條別出心裁
的橫幅的製作者是她的兒子闞銳。闞銳說，整條馬
鞍東路上賣粽子的商家那麼多，自家門面小，希望
通過廣告來吸引顧客。

網民褒貶不一 學者批離譜
「這句廣告詞的效果好得很哦！」胖姐笑 說，

自從在店前掛上這條橫幅後，吸引到不少過路人的
注意，光是9日一天就賣了1000多元的粽子，比去年
同期好。有網友將這條廣告橫幅拍照發上了微博，
引發了網友熱議。網友白茉茉稱讚說：「好幽默
哦！好奇他的粽子到底有多好吃？」同時，也有人
覺得這句話不太尊重屈原，網友Ioa_oa說：「一個粽

子就能讓屈原不想死了？把別個的愛國情操看得太
淺薄了吧⋯⋯」
四川大學教授張小元表示，粽子代表了中國傳統

文化中對屈原這種愛國情操的紀念，「市井語言的
調侃應該有個底線。」 ■四川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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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早晨，供職於西安高新區一家外企的
李育超拖 疲憊的身軀踏入辦公室，一夜
「熬戰」使他委靡不振，作為在職場打
拚的「80後」，在這個歐國盃之夏熬
夜、倒時差成為他「幸福的煩
惱」。
「歐國盃」是由歐洲足協成員國

間參加的最高級別國家級足球賽
事，由於時差原因，「日夜顛倒」
成為內地球迷在比賽期間的真實
寫照。
據中華英才網的調查顯示，近

50%的職場人認為自己會因晚
上熬夜看球，在工作中感到困
乏。大部分企業高管則表示
球迷員工會因為看球耽誤工
作，比賽期間員工遲到、請
假的現象明顯增多。
在網絡上，針對歐洲盃期

間熬夜看球的話題，網友們
紛紛建言獻策，一時間《歐
洲盃熬夜攻略》、《歐洲盃
請假條》、《歐洲盃熬夜看球
護膚大全》等奇招迭出。
西安交大一附院保健科教授

鄭清蓮表示，人體有固有的生物
鐘，作息習慣和規律一旦打亂，
機體原有運行方式將很難適應，
很容易使身體過度疲勞，造成體力
透支、免疫力下降等健康方面的隱
患。 ■中新社

達瓦孜達人挑戰蒙眼倒走鋼絲

廣告調侃屈原粽子店生意火

1950年6月12日，中

共中央發表聲明指出，

美帝國主義者麥克阿瑟

濫用盟軍駐日統帥的權力，在6月下令日本吉田政府

「整肅」日本共產黨全體中央委員。7日又下令日本

政府「整肅」日本共產黨機關報《赤旗報》職員

和日本共產黨眾議員等，並在日本各地開始逮

捕日本共產黨人和其他愛國分子。中共中央認

為，上述行動完全違背了中蘇英美四國在1945年

聯名對日本發佈的《波茨坦宣言》，完全違背遠

東委員會所宣佈的「日本投降後對日基本政

策」，因此是完全非法的，中國共產黨堅決斥責

麥克阿瑟和吉田政府的非法暴行，號召全國人

民聲援日本共產黨和日本公民。

■本報1950

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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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侃屈原的粽子廣告。 網上圖片

一名農婦

帶 一個

孩子翻曬

收穫的小

麥。

新華社

10日，村民駕駛大型聯合收割機在山西省運城市

新絳縣三泉鎮南平原村搶收小麥。農業部新聞辦

公室發佈的消息顯示，全國已收穫冬小麥2億畝，

超過播種面積的55%，麥收進度過半。 新華社

大豐收

熬戰「歐國盃」
上班族痛並快樂

■這場大火燒毀長沙市區房屋5萬多棟，居民死傷2萬餘

人。 網上圖片

■救人過程。

■「托舉哥」周

沖。 網上圖片

■廣州天河區領導

給周沖送上5萬元

慰問金。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