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歲的蘇傑是南充市嘉陵區大通鎮三橋
村人，父母都是農民。2008年底，蘇

傑突然被查出患了急性白血病，住進了成都
軍區總醫院血液科，開始化療。
蘇傑的媽媽趙林芳在兒子住院期間懷孕

了，她聽說「臍帶血可救蘇傑的命」，決定生
下孩子。2009年8月，蘇傑的弟弟誕生，但由
於弟弟臍帶血造血幹細胞數不夠，一份臍帶
血對蘇傑的治療不夠用。
2010年4月，四川省臍帶血造血幹細胞庫為

蘇傑找到能配型的臍帶血，他成功接受了造
血幹細胞移植手術，開始康復。

禍不單行 女友身亡
好景不長，3個月後，蘇傑的女友尹某在雲

南麗江上班途中遇車禍身亡，蘇傑接到噩

耗，趕到麗江送別女友。「她對我一直很
好，掙的錢都要分給我一半，每年還會抽時
間回來看我，她的死對我打擊特別大。」說
起女友，至今單身的蘇傑滿臉悲傷。
蘇傑長期患病，花了90多萬元醫藥費，家

裡負債纍纍。為掙錢看病、還債，2009年
底，他帶病外出打工，曾做過電焊工、還修
過高速公路。

貸款養豬 已成規模
2010年初，蘇傑一家向當地信用社貸款10萬

元，買來10頭種豬、4頭母豬，搞起養殖業。
「我邊養邊學，自己買書看，還去參加免

費培訓班。」蘇傑說，最初遇到很多困難，
沒錢買飼料，只好對飼料店老闆軟磨硬泡，
反覆勸說9天後，終於賒到4萬多元的飼料。

第一次賣豬收入5000多元，蘇傑用這些錢
買了飼料，還給弟弟買了一輛童車。在市場
賣豬時，蘇傑認識了幾名好心的經銷商，
「他們很同情我，在合作中很照顧我，幫了很
多忙」。
蘇傑說，現在他的養豬場已形成規模，請

了2名工人，養了近300頭豬，他月平均收入
超過萬元。
6月29日離院前，蘇傑和病友們道別，沒想

到受到大家的「熱捧」。「勵志哥，你是我的
榜樣。」病友高某說，很多人得了白血病消
極自卑，覺得來日無多、消極悲觀，而蘇傑
樂觀健談，常用自身經歷安慰病友們，鼓勵
他們積極配合治療。
蘇傑說，他患病期間，多次得到別人幫

助。沒錢做手術時，社會熱心人士給他捐了
數萬元。他生病住院，沒錢請陪護，醫生、
護士自發照顧他，還幫他買飯。現在他條件
好了，想回報社會，籌辦一個「病友互助
會」，讓大家坐在一起交流抗病經驗，互相幫
助，挺過難關。

80後小伙子蘇傑在3年內遭受連番打擊：突發白血病；母親為救他生

下弟弟，可臍帶血不足以救命；成功做了移植手術，長期幫助他的女

友又意外身亡⋯⋯命運似乎在不停地和他開玩笑，而他並沒有放棄抗爭。

■《華西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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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花翠柏環
繞，壽毯壽被
蓋體。6月28
日，一場特殊

的儀式在浙江蓮
峰禪寺舉行，眾人悼念的不是哪
位德高望重的逝者，而是在山城
泰順家喻戶曉的豬王。
82歲的高聲拖是豬王的主人。

2003年，他從鄰村豬販購得一頭
45公斤重的豬仔。自此，豬仔就成了
他的生活伴侶。數次家人曾要求他把
豬殺了來賣，也因心軟而沒有答允。
2007年，豬已將近1.1噸，被稱為豬
王。元宵時，附近的西暘鎮要擺「百
家宴」，該鎮村民慕名來買豬王。考慮
到幾千元的債務，高老漢終以一萬元
的價格賣掉。但該鎮老人見過豬王後
認為，豬王長這麼大，恐為異類，所
以不能吃。因此，最後大家湊了1萬
元，將豬王送至蓮峰禪寺，僱人專職
飼養。禪寺也因而成了旅遊新景點，
吸引遊人參觀。2008年，央視更拍了
《豬王傳奇》，成當年度欄目收視冠
軍。
今年，豬王進入9歲高齡，身體開始

每況愈下。6月末時更連續多日未進
食，獸醫也給豬王打鹽水治療，但最
後都在28日清晨去世。下午，當地村
民齊聚禪寺，寺裡師傅給豬王誦經超
度。10多名村民自發地幫豬王擦洗身
體，並用冰塊敷身，以防在高溫天氣
裡腐爛發臭。更在豬王四周擺放鮮
花，蓋厚厚的毛毯，送別豬王。村民
更曾考慮製作水晶棺下葬，但因太昂
貴，最後決定將豬王土葬，並在上面
按照與原型1:1的比例，建造一尊豬王
雕像，供遊客觀賞、懷念。

■《都市快報》

2003年7月3日，在法國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第27屆世界遺產大會，繼把「三江並流」列入《世界遺

產名錄》後，也將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和南京的明孝

陵作為「明清皇家陵寢」的擴展項目，列入世界文化

遺產（早在2000年，「明清皇家陵寢」已被列入

《世界遺產名錄》）。

明孝陵是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馬氏的合

葬陵墓，在中國帝陵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

位，它繼承了前朝帝陵「依山為陵」的制度，通過改方墳

為圜丘，開創了陵寢建築平面呈「前方後圓」的基本格

局，並一直規範 此後明清兩代五百多年廿多座帝陵的建

設規制。

而明十三陵是明朝遷都北京後13位皇帝陵墓的總稱，陵

區面積達40多平方公里，是中國歷代帝王陵寢建築中，保

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古葬墓群。其建築雄偉，體系完

整，歷史悠久，具有極高的歷史和文物價值。

兩明陵列世界遺產

勞動改造是一條重要的戰犯改造途徑，
是培養戰犯自立能力和培養對勞動人民思
想感情的重要措施。思想轉變是改造戰犯
的最高、最艱苦的階段，是改造戰犯所要
達到的根本目的。撫順戰犯管理所在國家
處理戰犯方針政策的指導下，積極創造出
體力勞動、社會參觀與理論學習相結合的
戰犯改造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日本戰犯到撫順後活動較少，體質較

差。考慮到這種情況，管理所把身體健康
的戰犯集中起來，組成雜務勞動班，做一
些日常勞動。在勞動的過程中，戰犯和工
作人員逐漸熟悉起來，增進了彼此的友
誼。同時，利用戰犯管理所的空地，將其
改建成養雞場，並決定每天抽出一些時間
讓他們從事製瓦勞動。自從參加製瓦勞動
以來，戰犯們厭食、挑食的沒有了，剩飯
的現象也少了，平時打不起精神的也沒有
了，每日進餐量明顯增加。

參觀訪問 良心覺醒
為了加速對日本戰犯的改造進程，根據

周恩來的指示精神和公安部的工作部署，
1956年戰犯管理所組織戰犯分幾批到瀋
陽、哈爾濱、撫順等地的工廠、礦山、農
村、敬老院和幼兒園參觀、學習。
在參觀中，戰犯們感觸最深的就是東北

發生的變化。日本投降時，對鞍鋼進行了
毀滅性破壞，炸毀了高爐設備，燒燬了設
備資料。但他們沒有想到新中國竟會在短
短的時間內把一個爛攤子變成一個規模巨
大的現代化鋼鐵企業。來到長春，在原日
軍100部隊的煉人爐遺址前，日本戰犯當場
表示悔罪，並脫帽向死難者哀悼。在撫順
煤礦俱樂部，戰犯們聽當年「平頂山慘案」
的倖存者控訴慘案的經過。1932年9月，日
軍對平頂山村進行屠殺，有3,000多人慘遭
殺戮。面對倖存者的控訴，日本戰犯悔恨
交加，紛紛表示認罪。
通過參觀，戰犯們深刻地了解了當年日

軍給東北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在確鑿的
證據、證人面前，他們對於當年所犯下的

罪行供認不諱，紛紛要求中國政府懲處自己，以償還血
債。

理論學習 辨識是非
日本戰犯從小接受法西斯主義教育，在他們看來，對

其他民族的侵略和屠殺根本就算不上是犯罪，而是優等
民族生存的一種手段。撫順戰犯管理所在戰犯中開展了
深刻的學習活動，讓他們在學習中逐步認識真理，弄清
是非。

戰犯管理所開展了法制教育，管理所先給他們分
發了一批居留中國的日本人辦的進步書
刊，如《民主新聞》、《前進》等雜
誌，使戰犯們的文化生活逐漸豐富起
來。管理所並成立學習小組。學習小
組帶領廣大戰犯學習真理，明辨是

非，對戰犯的思想改造起到了積極的作
用。（之三） ■摘自《黨史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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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犯製瓦場景再現。 網上圖片

據中新社2日

電 近日，浙江
知名花鳥畫家
李樂古突發靈

感，新作了一幅
《荷花與名妓》，寓意批判女學生
求包養現象。
該畫一經曝光，便引發網友熱

議，同時也得到不少書畫收藏家
的關注。據稱，有兩位收藏家出

10萬元人民幣欲購買此作品。
在荷花叢中，名妓蘇小小以全裸形

式展示在世人面前。新作落款是一段
描述蘇小小的文字：「江南名妓蘇小
小南北朝錢塘人，十五歲時父母雙
亡，成為歌妓，才貌出眾，潔身自
好，終為愛情相思至死。」乍看《荷
花與名妓》，畫風大膽、有博人眼球之
感。
李樂古接受採訪時說，這幅作品的

意義在於批判當今社會女學生一心求
包養的現象，希望女孩們像蘇小小一
般，潔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由於尺度較大，此作品一經曝光即

引來網友熱議。有網友認為：蘇小小
是一名妓女，用她來批判當代女學
生，實在有些諷刺。有網友則說：

「每周五，一些大學門前就會停 無數
名車，不禁讓人感嘆現在大學生的價
值觀，這些大學生應該懂得潔身自
好。」
據記者了解，李樂古暫時沒有意願

出售這幅畫。

河北省金山
嶺長城管理處
工作人員近
日在河北省

灤平縣巴克什營
鎮營盤村，發現一座罕見的磚
石結構三層敵樓，具有很高的
研究價值。
據介紹，該敵樓共有三層，

一層通往二層的通道已經被破
碎磚瓦覆蓋，二層敵樓擁有一個天
井，士兵可以通過天井懸掛下來的
軟梯到達三層的庫房。三層敵樓增
加了射孔，防禦空間和防禦範圍都
進一步增加。

長城專家成大林介紹說，這段長
城是在明朝中期、隆慶元年到隆慶
五年這個時期修建的，當時主持這
個工程的設計者是戚繼光，他原本
計劃要修3,000座敵樓，每座都是三
層樓，實施過程中由於經費不足，
數量壓縮到了1,000多座，層數也減
少到兩層。此次發現三層敵樓，說
明這段長城是起懸長城。
金山嶺長城管理處工作人員告訴

記者，起懸的空心三層磚石結構敵
樓目前在長城上只發現這一座，為
甚麼只修一座，或者為甚麼留下來
這一座，還需進一步研究。

■新華網

風雲風雲
冀金山嶺長城
驚現三層敵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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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與名妓》
裸體蘇小小惹爭議

1.1噸傳奇「豬王」
壽終正寢「享壽」9歲

「齊天大聖」搶地盤台東農民鬥智鬥勇

誌誌

據了解，被列為受保護動物
的台灣獼猴(見圖)因遊人餵養
而繁殖快速，導致目前在台灣
多處出現人、猴搶地盤的情
況，不少地方的農民提起這些

「齊天大聖」都十分惱火。台東縣
東河鄉公所秘書曾文成表示，獼猴
非常聰明，對付牠們不僅要鬥力，
還要鬥智。該村雖僱人持獵槍上山
驅猴，但猴子早已認識獵人，遠遠
聽到機車的聲音，拔腿就跑。果園
雖圍了鐵絲網，但牠們就挖地洞，
派身材較小的猴子鑽進去採果子，
大猴子在外面接應。
因此，農民為了保護農作物，都

用盡了許多方法，包括放沖天炮、
敲鍋蓋、吊死猴，甚至播放錄製好
的獵槍聲音，但是一、兩次以後就
失去效果。

屏東
科技大
學野生
動物保
育專家
指出，
這些猴
子大多
由人類
餵食，
習慣後
反而不
吃樹葉、野生果子，結果造成侵入
民宅或宿舍搶奪食物。
專家建議，可成立專門機構處理

猴害，仿效日本對獼猴危害的處理
經驗，如利用電網等方式阻礙獼猴
騷擾農民，同時為獼猴進行計劃生
育，避免猴群數量劇增。 ■中通社

2日，是廣西桂林市靈川縣江頭村的傳統習俗

節日—姑娘節，圖為年輕的姑娘們穿上節日盛

裝，載歌載舞，以舞會友，以歌傳情。 中新社
以舞會友

■成名後的「豬王」。 網上圖片

■李樂古新作《荷花與名妓》。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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