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後小伙建「愛滋公寓」

提供住宿
張女士家在漯河市臨潁縣，2011年和愛人同時

被查出患有愛滋病。今年8月，她和愛人到了
鄭州，在醫院接受治療。昨日上午11時30分許，她
跟往常一樣從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出來，進了對面
樓上的一套房子。
這是個4室1廳的房屋，有個特殊的名字—「愛滋

公寓」，是專門供愛滋病患者免費住宿和休息的地
方。
回到「家」，洗菜、切菜⋯⋯張女士準備做土豆

炒肉，「讓兩個娃吃頓好的。為了我們這些人，他
們真是不容易。」
她所說的「兩個娃」，是「愛滋公寓」的創建

者，22歲的程帥帥和曹小東。
「這裡離醫院近，方便病人，房租也不太貴。」

程帥帥說，他算有了自己的公益事業。程帥帥介

紹，「愛滋公寓」已籌劃了半年。他和曹小東是同
鄉，從高中起就開始關注愛滋病群體，「大學畢業
後我去了北京工作，但發現興趣還是在愛滋病這一
塊兒。」8月初，他辭掉工作，回到鄭州籌建「愛
滋公寓」。

坦言面對鄰居 望做科普宣傳
曹小東今年剛剛大學畢業，辦公寓的費用主要由

兩人支付。為了公寓能辦下去，程帥帥又找了份兼
職，每月有1000多元收入。
「愛滋公寓」成立以來，已接待了數名愛滋病患

者。程帥帥說，「鄰居們」還不知道「愛滋公寓」
的存在，「肯定要面對街坊鄰居，沒什麼可隱瞞
的，也算是一次科普宣傳」。
「愛滋病主要通過性接觸、血液和母嬰三種途徑

傳播。」程帥帥說，他們也想讓更多人知道，和愛
滋病患者接觸並不危險。

小瓶聚愛活動 籌款維繫經費
「愛滋公寓」裡還有間辦公室，「重點是組織大

學生到農村走訪愛滋病高發地區。」
而「愛滋公寓」面臨的最核心問題是宣傳和籌

款，「房租、一個全職員工的工資、網費、水電
費，一年需要3萬元，這是最低標準」。
「我們發起了『小瓶聚愛』公益活動，大家把日

常積攢的零錢放在小瓶子裡，每個季度來次『愛滋
公寓』，開瓶取錢。」程帥帥說，這些錢都將用於
為愛滋病患者服務。「組建公寓就是想給愛滋病患
者一個家，也希望更多人關注和幫助他們，和他們
做朋友。」程帥帥說，這也是他們努力的方向。

兩個90後青年，為了讓社會更關注愛滋病患

者，他們懷 無比愛心，身體力行地獻出他

們的工資，在今年8月組建「愛滋公

寓」，為的就是給愛滋病患者一個

家，給他們提供免費住宿，令

更多人知道，和愛滋病患

者接觸其實並不危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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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9月7日17時30分，在山西太原衛星發射

中心，中國用「長征四號」運載火箭成功地發射

了第一顆太陽同步軌道氣象衛星。

這顆命名為「風雲一號」的氣象衛星，重750

公斤，外形呈6面體，是中國自行研製和發射的

第一顆極地軌道氣象衛星。

太陽同步軌道衛星不同於定點於赤道上空的地

球同步通信衛星，它在地球兩極上空作縱向飛

行，又由於它的飛行速度同地球公轉速度相

等，因此，它每天都在同一時間經過同一

地區，相當於和太陽保持同步。因此，氣象衛星

可在每天同一時間獲取同一地區的衛星雲圖，從

而獲取可對比的氣象資料。

「風雲一號」氣象衛星出境後飛越泰國、印

度洋、南極、加拿大、北極等上空，並於19時

09分完成了第一圈環球運行，回到中國烏魯木

齊氣象衛星地面站接收範圍，發回第一幅亞

洲地區上空的衛星雲圖照片。

中國自此成為繼美國、蘇聯之後第三個具備發

射太陽同步軌道氣象衛星的國家。

中國首顆太陽同步衛星成功發射

在境外的許多藏族人好像也都缺少安定
感，一些比較富有的家庭也沒有太多家
當，就連佛像也被放在箱子裡，而不像我
們家鄉那樣，把佛像擺在家中固定的地
方。他們總給人一種隨時準備搬家離開的
感覺。
記者：離開？去哪裡呢？
加措：我也不知道。不過我能夠理解那

種感覺，就像住在別人的家裡，指不定哪
天就得搬走。
記者：在達蘭薩拉的這段時間，你有沒

有遇上什麼不愉快的事？
加措：剛到尼泊爾時，我就有一種奇怪

的感覺，覺得總有人在盯 自己。比如說
有一次，我們幾個人想在接待辦的花園旁
邊合影。剛一站好，立刻就被裡面的人大
聲制止，跑過來指 讓我們別在這裡照
相。我沒有問他為什麼不讓照相，但從他
的眼神裡，我可以看得出，那是一種懷
疑，怕我們是搜集情報的特務。

穿袈裟坐火車 受尊敬感自豪
還有一次，接待辦搞聯歡會，我們幾個

新跑出去的人用藏語唱了一首《青藏高
原》，馬上就有很多人瞪我們。後來，有
人對我們說，這樣的歌不能唱，從國內學
的歌都不能唱，因為那是漢人的歌。我覺
得很不能理解，《青藏高原》很好聽嘛，
在家鄉大家都愛聽、愛唱，對一首歌至於
那麼緊張嗎？不是說在印度這裡很自由
嗎，怎麼連唱歌都有人管？本來我覺得，
大家都是藏族，應該能互相理解和信任，
不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可是，經歷了
這些事，為了少惹麻煩，我在這方面也就
比較小心了。
我在達蘭薩拉只住了十一天，就出發去

印度南方的色拉寺，準備去學經了。從達
蘭薩拉到色拉寺要坐三天的火車。因為我

穿 袈裟，所以在火車上有很多印度人向我問候，這讓我
感到非常自豪，在印度出家人這樣受尊敬！火車上的這番
經歷，更使我體會到了這身袈裟很重要，我更下決心要把
佛經學好。
我在邦多站下車後直奔一家飯館，裡面有很多印度人在

吃飯。我不懂印度語，又怕他們多收我的錢，心裡很 急
又不知該怎麼辦。正在這時，我看見角落裡有一個老人正
在吃炒雞蛋和餅子，我也想吃這個，於是就坐在他身邊，
看他付多少錢。他吃完後付了15盧比。我趕忙拉住店夥
計，指了指他吃過的盤子，店夥計明白了我的意思，也給
我端上一份。我吃完後沒有說話，照 那老人的樣子付了
15盧比。
記者：你確實是一個機靈的人。
（加措聽了得意地笑了笑。）

重遇故鄉經師 心情興奮激動
加措：我一路打聽找到了色拉寺。當時寺裡僧人剛誦完

經散場往外走，我趕緊上去打聽有沒有熟人。僧人們發現
了我，興奮地把我圍住問這問那的。
「哎呀，是你呀！你怎麼來了！」僧人中突然出現了我

在青海石藏寺的一個經師。
「是的，我來了！我怎麼不能來呀？」在這兒遇上故鄉

的僧友感覺特別親切。我終於又看到了自己熟悉的寺院，
看到了自己的同鄉。想到我能在這裡安定地住下，再也不
用折騰了，想到馬上就能開始和僧友一起學經了，心情別
提多興奮了！當時感覺就像回到家一樣。唯一遺憾的是我
的經師正在參加封閉式辯經考試，那段時間不能會客。

記者：是你在青海石藏寺的經師嗎？
加措：是的，我們感情很深。對學佛的

人來說，經師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樣，我一
直把他當成最親的人。他出來好幾年了，
從當年分開到那時，我一直沒有見到過經
師，他是我在境外最親的親人了。(連載19)

■作者：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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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郎艷林 貴州

報道）近日，有網友在微博上發出一
張照片，照片中，一名交警站在路中

雙實線上，他的左邊放 一個輸液架，架
上掛 一個輸液瓶，交警左手上插 輸液
管，一邊輸液一邊指揮交通。這條微博隨
即引來網友熱議，有人認為這名交警敬
業，有人認為有作秀之嫌。
這名邊打點滴邊執勤的交警名叫姚茜

任，今年33歲。9月4日下午，他被發現中
暑，隨後在警局附近診所輸液。9月5日早
上，姚茜任感覺明顯好轉，想到小隊同事
們都有安排，且自己執勤的二戈寨（貴陽
城郊結合部）街上車流量多、人流量大，
加上貨車多，巴士在此調頭，容易出現堵
車現象。姚於是早上8時就繼續上街執勤。
高峰期過後，姚茜任想起醫生囑咐他早

上需繼續輸液，所以趕往診所。掛上吊瓶
後，考慮到診所離二戈寨街上較遠，若堵
車自己看不到，但又要輸3個小時液，故不
顧醫生阻攔，想出了邊輸液邊執勤的法
子。結果，姚茜任執勤1個多小時後，才被
上司發現勒令其繼續接受輸液。

一座公廁的意義是什麼？對於絕大
多數人而言，只是一時方便。對於湖
北農民工楊生才夫婦而言，則是一家
人的衣食之源，更承載 整個家庭的
希望。武漢市漢陽火車站附近的一座

公廁，就是楊生才夫婦服務了12年的處
所，公廁隔壁就是他們的家。
楊生才本在武漢當搬運工謀生，黃鳳英

則在農村帶 一雙兒女，靠一畝稻田過日
子，但不足一家四口餬口。故此，黃鳳英
忍痛把兩個孩子送到外公外婆處照料，自

己也到武漢求職，但沒有特別專長，最終
當了公廁清潔工。楊生才也感覺清潔工能
為家庭帶來穩定的收入，也轉職和妻子一
起當廁管員。
12年裡，夫妻倆沒有節假日，守護 公

廁的清潔。每年除夕，他們都接來兒女，
在公廁旁團年。
有人問她，選擇與公廁「同居」12年是

否後悔，黃鳳英樂呵呵地說：「我沒有聞
夠臭味，捨不得這個家，我們無怨無
悔。」 ■《工人日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張廣珍、歐曉紅 珠海報道）

珠海橫琴島近半年頻現國家二級重點保護動物鴛鴦，這一景
像在中國海島上發現尚屬首次。
由橫琴新區牽頭、華南瀕危動物研究所和中山大學組成的

課題組自去年3月以來，對總面積約392公頃的橫琴濕地及周
邊區域的植物、大型底棲動物、漁業、陸生脊椎動物等開展全面
調查。
在去年9月至今年5月期間，多次在橫琴島西南角發現鴛鴦種

群，其中一次發現達20隻之多，且鴛鴦逗留時間遠遠超過了候鳥
的正常越冬時間（當年9月至次年4月）。「據此可推斷鴛鴦可能
已成為留鳥，並在橫琴島繁殖，其種群數量有望繼續擴大」， 專
家推測，鴛鴦生性尤喜清靜，對生境要求很高，而橫琴島西南角
人為干擾較少，且有優質淡水，給牠們營造了相對安全的棲息環
境。專家並建議橫琴建立鴛鴦保護小區，進行適當的生境改造，
形成觀賞鴛鴦的紅樹林長廊。

一條魚抵得上一輛保時捷了！武漢
花鳥市場裡，一條身長50多厘米，重
量七八斤的紅龍魚，標價268萬元(人民
幣，下同)。昨天，有看稀奇的市民嘖

嘖感歎，這麼貴，有人買嗎？
這條名叫「福龍皇四鬚超級特翹頭」的

紅龍魚，正在魚缸裡緩緩游動，通體魚鱗
彷彿是金箔打造，在燈光照射下熠熠生
輝。
水族店老闆林通法指 魚的背鰭說，特

別之處就在牠的拱背，頭還是翹起的，這
個品種稀少，綵頭也好，所以賣得貴。而
且這條龍魚進價也80多萬元，及養這種魚
是有風險的，加上成本、養育費用等，標
價200多萬元其實不貴。
龍魚要餵活的小魚小蝦，吃膩了還得換

口味—活的小甲魚、蜈蚣等。水溫需要始
終保持在28℃左右。「加上水電費，這條
龍魚一個月『食宿費』要花掉上千多元。」
為防止龍魚間打架，更要一條龍魚獨居一
缸。而一個標準的智能魚缸，市場價就得
上萬元。 ■《武漢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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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婦與公廁「同居」12年不願離開

268萬紅龍魚食宿費每月上千

■1988年9月7日本報報道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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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茜任盡責非常，在街上邊輸液邊

執勤指揮交通。 網上圖片

■珠海橫琴島近半年頻現鴛鴦，是在中國海島上首次發現。

香港文匯報深圳辦傳真

據英國《每日
郵報》9月5日報
道，近日，中國
廣西巴馬瑤族自
治縣的羅美珍被

認為是世界上最長壽
的人，她近期剛剛度
過了自己127歲的生
日，只等權威世界紀
錄授權方的認證。
據報道，羅美珍老

人生於農曆1885年7
月9日（公曆8月25
日），如今與其61歲
時所生兒子生活在一
起。在其127歲生日
那天，她吃了一碗米
飯，兩片豬肉，一些鴨肉和雞肉，還有兩塊蛋糕。
羅美珍是有記錄以來世界上年齡最大的壽星。排名第二位的法

國女人詹妮．卡門生於1875年，不過於1997年逝世，享年122
歲，在世時間比尚健在的羅美珍老人整整少了5年。
據悉，中國廣西巴馬瑤族自治縣是國際有名的長壽地區，平均

每10萬人中就有30.8位百歲老人，遠高於國際標準對「長壽之鄉」
的規定：平均每10萬人中有25位百歲壽星。 ■環球網

內地127歲老嫗
成世界最長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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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的羅美珍剛度過127歲生日，成世

界上最長壽者。 網上圖片

黔交警邊輸液邊疏導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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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價268萬的紅龍魚，魚鱗在燈光照射下

熠熠生輝。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