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州西湖由「五湖六橋十八景」組成，因中國大文豪蘇東坡曾寓居惠州，
並資助建設西湖，留下許多美麗的傳說和感人的詩章。此後歷代不斷新建、
修建名勝，西湖越來越絢麗多姿，形成「半城山色半城湖」的秀麗圖景。

惠州旅遊資源豐富，集山、湖、江、海、泉、瀑、林、澗、島為一

體，融自然與人文景觀於一身， 有「半城山色半城湖」之美譽，是

珠三角東部生態環境最優美的城市之一。惠州旅遊局真誠歡迎海內外

更多的遊客來到惠州休閒度假和觀光旅遊，悠閒自得地欣賞大自然賜予

的如詩如畫的景色，親身體會生態旅遊的含義，感受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

豐富內涵。

特刊　責任編輯：陳秀麗　版面設計：歐鳳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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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第一山」—羅浮山沖虛古觀

■南昆山生態旅遊區

惠
州

休閒惠州．度假勝地

惠州西湖

羅浮山是中國唯一一座道教、佛教雙修的名山，自秦漢以來號稱
仙山，在漢代被列為五嶽之後的十大名山之首，被稱為「百粵群山
之祖」、「嶺南第一山」，也是中國十大道教名山之一，有「神仙洞
府」的美譽，是道教第七洞天、三十四福地。創建於東晉咸和年間
的沖虛古觀，如今依然香火鼎盛，遊客如雲。古觀由東晉著名的煉
丹家、醫學家葛洪創建，並留下「煉丹灶」、「洗藥池」等古跡。
羅浮山也是佛教勝地，唐開元二十六年所建華首寺有羅浮山「第一
禪林」之譽，相傳因當年有500華首僧人曾會集於此而得名。故有
「求福求財必求道佛福地，遊港遊粵必遊羅浮仙山」之說。

羅浮山

南昆山
有㠥「北迴歸線上的綠洲」之美譽的南昆

山生態度假區，是天然的大氧吧，也是國家
AAAA級旅遊景區，總面積129平方公里，平
均海拔600多米，主峰天堂頂海拔1228米。空
氣中負離子含量濃度高達每立方厘米11萬
個，「清心洗肺不用丹」！ 遊客來到這裡，
閉上眼睛呼吸一下山上新鮮的空氣，頓覺心
曠神怡，盡享大自然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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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路如虎口 深5天5車禍

粵青年江西辦「百叟宴」

鄉間父母老 孝子不關機

網友曬父母舊相 念親恩淚滿面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吳文倩

江西報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出
自古語《孟子》，講述的就是贍養自家
老人的同時，也要親待沒有血緣的其他
老人。在重陽節來臨之際，一名廣東青
年及其同事就完美地闡釋了古語的美好
願景。
10月21日，廣東青年陳華騰與同事們

一起來到了瑞昌市南義鎮樂園村，為留
守在此的80多位老人們舉辦重陽宴席，

共敘情誼。據了解，陳華騰與同事們大
都來自外地，常年在江西工作生活，無
法與家人共度重陽，於是他們就產生了
與在江西留守的空巢老人們共度佳節的
願望。
此次席開13桌，參加「百叟宴」的老

人不僅有樂園村的，還有附近很多聞聽
消息的留守老人們，他們都十分開心能
有這樣的機會和年輕人在一起共度佳
節，消減因兒孫不在身邊的孤寂。

據《現代快報》報道 「父母在，
不遠遊。」而如今，為了打拚，很多
人不得不背井離鄉，長期漂泊在異
鄉，在重陽節來臨之際，網友「禾木」
向廣大家有老人的遊子呼籲：「父母
在，不關機。」
「禾木」今年40歲，是在南京打工

的外地人，「我有下班關手機的習
慣。」前些日子，他與同事老徐一起
出差，兩人同寢。「老徐的生活習慣
與我差不多，但有一點讓我難受，晚
上，他不關手機。」有時，「禾木」
剛剛睡下，就有電話打來，害得他一
夜無眠。第一夜第二夜，「禾木」一
直忍㠥沒說，第三天，「禾木」對老
徐說：「兄弟，晚上你把手機關了
吧，影響休息。」
可隨後，老徐的一段話讓「禾木」

深受震動。老徐說：「兄弟，手機不

能關啊，我家裡老母親都80歲了，身
板還硬朗，只是老年人了，要是夜裡
起床摔倒，或是突然生病，她打我電
話打不通，那可糟了。很多病症，時
間就是生命，早一分鐘，就多一分安
全把握。你不能連父母的事都不管
吧。被擾事小，父母事大。」

專家：時代在變 孝道不變
老徐的話不僅感動了「禾木」，也打

動了千萬在外漂泊的遊子。網友「伯
爵」說，「其實固話基本沒人使用
了，但每個月還是會去按時繳納座機
費，就是為了老家的父母。」
南京航空航太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

學院邱建新指出，時代在變，但孝道
不變。「父母在，不關機」正體現了
晚輩對長輩的擔憂這一現代社會的新
孝道形式。

香港文匯報訊 國學大師季羨林去世已

三年，針對季羨林先生價值連城的珍貴遺

產歸屬，季羨林的獨子季承與北京大學走

上了法庭。《京華時報》引述季承稱，法

院已對此案進行了庭前調解，法庭上北京

大學曾提出以金錢補償季承的方式，來化

解這起由來已久的糾紛，但隨後又予以否

認。對於季承方面的說法，北大的律師張

東表示，北大並沒有金錢補償的說法。

季羨林生前酷愛收藏，據季承稱，父親

的主要遺產為明清字畫、古代書籍、佛

像、玉石等。如按目前的市場價值計算，

這些遺產價值至少達數億元。

季承跟北大溝通沒回應

報道稱，季羨林先生於2001年決定將自

己收藏的大量字畫、書籍等捐贈給北京大

學。但既然已經捐贈，為何如今季承又提

起訴訟要求北大歸還呢？

季承還表示，他手中有㠥父親的遺囑。

季老曾在2008年12月5日寫下，「原來保存

在北大圖書館裡的一切書籍文物只是保管

而已。我從來沒有說過全部捐贈」，在2008

年12月6日又寫下，「全權委託我的兒子季

承全權處理有關我的一切事物、務」。2008

年12月18日寫下，「一、我已經捐贈北大

120萬元，今後不再進行捐贈。二、原來保

存在北大圖書館裡的書籍文物只是保存而

已，我從來沒有說過全部捐贈」。

據季承說，在父親去世的三年裡，他曾

跟北大溝通了20多次，包括當面溝通和書

面寫信溝通，但是北大都沒有回應。

北大否認曾提金錢補償

因此，季承最終選擇走向法院起訴。據

了解，此案已於日前進行了庭前調解。據

季承的律師卞宜民講，在整個庭前調解過

程中，北大一方一直要求季承先生拿出調

解意見，並稱可以以金錢的方式補償。但

季承提出的先提供文物目錄、查驗實物狀

況、首先歸還寫明暫時保管的38類72件文物、其次再協

商歸還其餘文物等的意見，北大卻一直不做表態。季承

先生的意見是要拿回父親寄存在北京大學的藏品，並通

過設立季羨林獎金等方式，讓這些藏品發揮其應有的社

會作用，對所謂金錢補償感到不切實際，難於實行。

對於季承方面的說法，北大的代理律師張東明確表

示，北大並沒有金錢補償的說法，至於具體的情況他不

便於透露。

據介紹，目前季承已委託律師向法院提出停止調解盡

快進入庭審程序的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在接連
發生4起泥頭車肇事致4死4傷的重大交通事故後，寶
安西鄉固戍社區又上演一幕慘劇，一輛泥頭車在行
駛中撞到一名騎電單車的女子，該名女子被捲入車
底，左腿被車輪當場壓斷。
21日上午10時，一名年約25歲的紅衣女子在騎經寶

安區西鄉街道上圍園新村附近時，連人帶車被捲入一
輛車牌號為粵BM5808的白色泥頭車底，躺在肇事泥
頭車右側前後輪之間，她的左腳被車輪當場壓斷。

穗重陽前夜10萬人登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實習記者　路艷

寧　廣州報道）10月22日是農曆九月初九，是中國
傳統節日「九九」重陽節，全國各地將迎來登高高
峰。廣州市民尤其重視重陽登高，每年重陽節前一
日晚，白雲山都會迎來大批市民祈福登高。記者獲
悉，記者從白雲山管理局及廣州警方獲悉，21日當
晚，前往白雲山登高的市民超過10萬人。據悉，隨
㠥廣州地標建築廣州塔的開放，在600米高的羊城至
高點登高祈福，也備受市民追捧，當晚，廣州塔的
遊客比平日多出近5成。

坐擁22套房產
番禺城管政委雙規
據新華社22日電 廣州市紀委舉行新聞發佈會公

佈，被網友反映坐擁22套房產的廣州市城市管理綜
合執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目前已被免職並採取
雙規措施。
據廣州市紀委介紹，番禺區接到情況後成立專案

組進行調查，現已初步查明，蔡彬擔任公安分局副
局長，番禺區城管綜合執法分局局長、政委期間，
涉嫌利用職務便利，收受他人賄賂，違反規定經商
辦企業等重大違紀問題。
此外，紀檢部門已查明，蔡彬實際擁有22套房產，

兒子已入澳大利亞籍。案件還在進一步調查中。

香港文匯報訊 南京《揚子晚報》
主辦的「曬曬父母老照片」徵集令
發佈之後投稿踴躍；歲月流逝讓人
感慨，背後故事也饒有趣味。有網
友說，看到這些照片，不自覺地淚
流滿面了。
那年，我們很小，父母還年輕，

「怎麼這麼晚才回家」、「讓你不要
脫外套，這下感冒了吧」⋯⋯父母
總愛嘮叨，而我們總愛說「你真的
很煩哎！」直到有一天，我們突然
翻出父母年輕時的老照片，才驚訝
地發現：原來父母年輕時，是這般
美麗。我們只知道，現在的他們，
為了生活的瑣事頭髮漸漸斑白，身
材也走了樣，脾氣越來越差，習慣
也變得「世俗」。而我們又何曾知
道，當年他們也曾為自己的夢想奮
鬥過；也有過戎馬半生的光榮歲
月，或是絢麗動人的愛情故事。
Happniess丟上傳媽媽的酷照，

1985年6月拍攝於玄武湖公園，造
型前衛，更主要的是後面的樹看上

去真的很像爆炸頭。這張照片一經
上傳，就引發了超高點擊率。網友
們直呼「23歲酷媽！」
另一張照片則是1984年10月，攝

於武定門節制閘。Happniess丟還特
別配了圖片說明：偶爸和偶媽初次

約會的照片哦，看我爸喜得美人，
笑得嘴都合不攏，我媽不愧是巨
蟹，好害羞哇。而網友們也一致認
為，這張照片「太純了」，像極了
「山楂樹之戀。」「好青澀。」「太
美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實習記者　邢麗娜　北京報道）今

天是重陽節，上海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三成「留守父母」一年才見兒

一次，在受訪人群中，73%的人稱願意為了照顧父母回老家，只有

27%不願意。

由「大谷打工網」日前發佈的上海
市首份《2012年重陽節外來務工

人員留守父母調查報告》顯示，當前的
老齡化社會下，由於種種客觀條件限
制，外出務工人員「留守父母」的養老
問題相當嚴峻。報告顯示，因為經濟收
入等客觀原因，打工者們普遍無法把父
母接到工作城市居住，如果回老家又會
影響自己今後的職業發展，因而面臨兩
難境地。

打工20載才敢接母來滬
調查中有這樣一則案例值得關注。重

陽節前一天，安徽安慶來滬打工20載的
陳金勝，這幾天給遠在家鄉的老母親打
去電話，「媽，明年春節後，我接你來
上海住吧！」雖然，他去年在青浦花80
萬元買了90平方米的房子，一月能賺
8,500元，但要做出這個決定仍屬不易：
家裡一雙兒女和老婆，每月都指㠥他開
銷。母親來滬後，還會增加他不小的負
擔。不過，這一切還是值得的。「過

去，每年才能見母親1次，以後天天可
以見到了。」陳金勝說。

生活成本高 望樓興嘆
對於兒女們為之付出辛勞的上海，

91%的留守父母表示未來過。只有不足
一成受訪者稱，曾接父母來滬。打工者
們是否想過把父母接到工作的城市共同
居住？近八成受訪者表示「沒想過」。
門檻主要在於高企的生活成本。3成受
訪者表示，工作城市生活成本太高、
36%的受訪者買不起或租不起房。此
外，戶口、生活習慣等，也或多或少成
為阻礙因素。
月收入達到多少，接父母來滬生活才

不會顯得「緊巴巴」？38%的受訪者稱
至少月薪達10,000元，35%的人稱至少
需8000元，僅要3000元就夠的為7%，還
有11%受訪者表示和月薪多少無關。
相比之下，上述人群回家照顧父母的

願望比較強烈。73%的受訪者稱願意為
了照顧父母回老家，只有27%不願意。

調查稱七成外出務工者願重陽返家探雙親
三成留守父母年見兒一次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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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老媽1984年10月攝於武定

門節制閘，很像山楂樹之戀。

■重陽節前夕，數萬廣州市民遵照習俗登上白雲山

頂登高祈福。 中新社

■老媽1985年23歲時酷照，後面

的樹看上去真的很像爆炸頭哇。

■調查顯示，有73%外出務工者稱願為照顧父母回老家。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