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南京，有這樣一個小男孩，每天推 垃圾
車，給做保潔的爺爺奶奶幫把手。這個小男孩今
年只有5歲，名叫小田田，家在江蘇泗洪，父親
因病去世，母親改嫁，幾個月前爺爺奶奶帶 他
來南京做保潔。眼看 孩子到了上幼兒園的年

紀，小田田總是念叨 「俺想上學」，可是孩子的學
校卻一直沒 落，年邁的爺爺奶奶心裡很不是滋
味。
面對小田田的心願，爺爺奶奶心裡很不是滋味

兒，人生地不熟的他們也打聽過附近幼兒園，但是

已經錯過了招生時間，高昂的費用讓老兩口感到十
分吃力。奶奶張家蘭說：「我們找過幼兒園了，說
報名要早去，現在已經過了時間了。」
平日裡，小田田就一個人在簡陋的房間裡獨自玩

耍，一把撿來的水槍就是他最愛的玩具。他說：
「平時也沒有小朋友陪俺玩，俺想上幼兒園。俺要唸
書，考大學。」
小田田的事情牽動了許多愛心人士的心，經多方

聯繫，南京一家公立幼兒園考慮到小田田的特殊情
況，表示願意接受孩子。而孩子上學的費用，爺爺

奶奶也表示勉強能接受。小田田的上學夢終於要實
現了。　　 ■中新網

連日來，河南省平頂山當地多個微博平台、論壇和貼吧上都在轉發 一個9歲女孩的圖

片：昏暗的路燈下，女孩一會兒趴在馬路邊認真地寫作業，一會兒幫身邊的一

位老人售賣爆谷。女孩的衣服滿是污漬、手凍得紅腫，但神情專注得讓人心

疼。隨後，很多網友認出他們，並紛紛發起以「購

買爆米花」的名義幫助他們的活動。■《東方今報》

簡陋房裡的祖孫三代
齊聰聰的班主任趙紅麗介紹，齊聰聰父親在市區打

零工很少回家，母親患有精神疾病，她和5歲的弟弟
讀書、生活等開銷全靠73歲的爺爺齊長見擺攤賣爆谷

維持。

困了就在地上鋪被睡覺
「我有這個(炸爆谷)手藝，一家人都等
我吃飯，我不幹能有啥法？」齊長見

說。他擺攤最常去的地方是市區的平聲
影劇院門前，除非天氣下雨、下雪和城
管查得比較緊的日子，他都會出來。
出攤前，齊長見一般都熱一下中午的

剩飯，等孩子吃完後就出發。每天下午6
點半到晚上12點是他們的生意時間。聰
聰和弟弟的作業基本都是在路燈下做完
的，兩人就 攤位上一塊凸出的鐵板做
作業。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還要幫 收

錢、找零、看爐子；太困了，就在爺爺攤位後面鋪上一

層薄被子，一縮就睡了；餓的話就吃爆谷，收攤後再回

家睡，第二天早上6點50分，兩個小傢伙起床準備上學。

「別看家裡難，兩孩子爭氣，你看看那作業本上寫的

字一個比一個好。」齊長見說。齊聰聰作業本上字跡秀

氣，頁頁都是優。這位從2歲起就跟 爺爺在街頭擺攤

的女孩，已經把街頭擺攤當作生活的一部分。

網友「爆谷」行動熱幫手

這些年來，一直有附近的居民、路過的市民幫助他，

經常來他這裡買爆谷，並會通過各種渠道為他和家人送

來些衣物，甚至碰到勸他離開的城管人員也會時不時地

塞給孩子些錢，而學校每年也給予聰聰一定的補助。

但如今，一場更為廣泛的「爆谷」關愛行動在金國市

傳播開來。當地知名微博平台「平頂山同城會」稱：

「在很冷的時候，他們都是地上打鋪蓋睡，有遇到這家

賣爆谷的博友們不為難的話就買一份吧！」在市民和網

友默契的愛心幫助下，以往齊長見每天20元左右的收

入，如今可以掙到50元左右。

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民網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女童路邊讀書
谷爆賣夜寒 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感動動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生意忙時，聰聰和弟弟幫爺爺賣爆

谷，困了就睡在地鋪上。 網上圖片

■9歲女孩聰聰神情專注地在路燈下寫作業。

網上圖片

南京長江大橋於1968年12月29日 提

前全面建成通車。大橋鐵路橋全長6,700

多米，公路橋全長4,500多米，是繼

武漢長江大橋、重慶白沙陀長江

大橋之後第三座跨越長江的最大的一座

大橋。大橋通車後，津浦、滬寧兩線接

通，從北京可直達上海。南京長江大橋

是1960年1月18日正式動工的。

南京長江大橋全面通車

盧潔峰說，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出
征時超過七萬多人，失利後退往印
度和雲南西部兩個方向，其中近3萬
名將士進入野人山，繞路撤回滇
西。因環境惡劣，過野人山時犧牲
了2萬多人，包括戴安瀾等一些高級
將領都不幸遇難。孫立人的部隊當
時走在最後是為第5軍墊後的，在與
日軍的交鋒中損失了2,000多人，本
來也是打算撤入野人山的，但最後
他決定撤退到印度，得以保存了剩
下的兵力。

1990年恢復教師身份
劉桂英的孫女說，奶奶在上世紀

90年代前一直在安徽農村生活，那
裡信息閉塞，直到1988年，劉桂英
的女兒無意間看到遠征軍愛國將領
在北京受到表彰的新聞報道，她馬
上告訴了自己的媽媽，老人這才逐
漸向外人介紹自己當年的經歷。
1990年，劉桂英恢復了教師身

份，按照退休教師的待遇領取退休
金，2006年，政府為劉桂英頒發了
一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
年紀念章」。已年逾90的劉桂英除了
聽力不太好外，平時生活做飯洗衣
服全部自理，因為她有看書的習
慣，所以思維非常清晰，記憶力一
直不錯，還學過英語，現在她每天
都在堅持看書、讀報、寫字、鍛煉
身體。
據劉桂英回憶，「每走不遠就會

看到戰友們的屍體，後來我們就睡
在戰友們的屍體旁，那時已經沒有
害怕的感覺，路上有時還看到上吊

的人，我們已經沒有力氣將他們放下來，當然這樣
做也無濟於事。」

眼睜睜看 戰友離去
後來她和另一名女兵何珊在途中遇到了一位落隊

的男兵，三人搭伴前行。不幸的是何珊誤食毒果，
上吐下瀉，沒有任何藥物的劉桂英束手無策。眼睜
睜看 身邊一個個戰友相繼離去，當時的劉桂英已
無懼死亡，只是在求生的本能驅使下機械地向前
走。「到後面，你不怕走錯路，沿 纍纍白骨的道
路向前走就是了，餓了就找野果和野菜，顧不上有
毒沒毒了。」這樣渾渾噩噩不知走了多少天，有一
天前方突然出現紅色、綠色和黃色的帳篷，她愣了
好久沒有反應過來。最後身邊的戰友告訴她，那些
帳篷是真的，帳篷旁邊有人在招手。
此時已經是9月份，劉桂英整整走了3個多月。那

一刻，劉桂英用幾近嘶啞的聲音朝後面的林子裡
喊：「我們死不了，我們有救了，大家快
來呀，這裡有糧食了!」一個女兵活
走出野人山的事轟動了全軍，「當時
美國、印度的軍人都圍攏過來看我，
都把我看成女英雄了，我只是一名小

兵，爬個野人山算甚麼。」（完）

■原載《廣州日報》作者：張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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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內地天氣嚴寒，很多家長都會給孩
子穿很多捂得過厚。然而很多家長可能不
知，1至2歲的嬰兒捂得過厚可能會導致
「捂熱綜合症」致死。前日，在湖南省湘潭
就有一個9個月大的女嬰涵涵（化名），因
為晚上睡覺被裹得過於嚴實，第二天早上
家長醒來發現涵涵已經昏迷，雖馬上送醫
院搶救，依然不幸夭折。
提到9個月大的女兒，媽媽的眼角閃出淚

花：「她很乖，已經會喊媽媽了。」父親郭
先生說，涵涵是晚上睡覺過程中發生的意
外。由於天氣冷，睡覺前給涵涵包裹得嚴嚴

實實的，除了小腦袋，全身都縮在被子裡。
最早發現問題的是孩子的外婆。外婆

說，每天上午，家人都會到涵涵的床邊逗
逗孩子，可是27日上午，她走到床邊時，
沒見到涵涵伸出腦袋，掀開被子才發現，
孩子已完全捂進了被子裡。「我跟她打招
呼，她睜開眼睛看 我，卻沒什麼回應，
感覺精神狀態不好。」外婆說，要是平
時，涵涵會開心地笑起來。

冬應警惕捂過厚
值班醫生表示，涵涵死於捂熱過度導致

的「捂熱綜合症」。湖南省兒童醫院楊醫生
說，這種病通俗來說，就是家長給孩子穿
得過多，導致寶寶身體散熱不佳，體溫快
速升高，進而引起新陳代謝紊亂和功能衰
竭，嚴重的甚至會導致死亡，「捂熱綜合症
一到冬天就比較明顯，且多發生在1歲以內
的小嬰兒身上，有些1歲多至2歲的小孩也
出現過類似症狀。」專家提示，晚上睡覺
時，不宜給孩子穿得過多、裹得太厚，蓋
上輕而保暖的棉被即可。 ■《瀟湘晨報》

西安小馮喜歡玩遊戲，一直以來，也玩得不錯，可最近，他
發現自己竟成了「遊戲菜鳥」，一進入遊戲很快就被高手殺死，
他怎麼都想不通是怎麼一回事，後來才知道，竟是老爸「搗的
鬼」。
小馮剛登上遊戲界面，只見幾個比自己高好多級的「高手」

就圍了上來，什麼也沒有表示，直接將他殺死，玩遊戲好幾年了，
這事還是最近才遇上，跟遊戲裡的人詢問了好半天，他才發現這些
人竟是老爸僱來的，專門來對付自己。
小馮的父親說：「我想 這樣一來，他或許就會對遊戲失去興

趣，從而把注意力轉移到找工作上。」
聽父親這麼說，小馮關了電腦，一直以來，簡歷倒是投了不少，

面試的公司也去了好幾家，之前也在一家軟件開發公司上過三個月
的班，但工作並不順心，「那不是我想做的，對我也沒有多大的發
展空間。」小馮認真地說。
至於窩在家裡玩遊戲，小馮表示，不是非玩不可，實在是沒找上

合適的工作，沒事玩玩罷了。　　　　　　 ■《三秦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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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子沉迷電腦

父親僱人網遊中「剿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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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南
六 環 邊
上，普樂
園愛心養
老院佔地

30畝，房山長
陽 鎮 僅 此 一
家。北京的養
老院院長裡，
「85後」也只有
一個。他就是
1987年出生的
閆帥，普樂園
的院長。6年

前，19歲的他還是跳 街舞、唱 Rap的「富二代」。因母親罹患癌
症，他開始接手養老院。6年後，25歲的他成了家中的頂樑柱，要
負責還清240萬元欠款，還要照顧好養老院的114名老人。某次接待
領導到訪，讓他請院長，他稱自己就是，對方再次要求請院長，他
重複：「我就是院長！」 ■中新社　

「85後」小夫妻

撐起鎮上唯一養老院

五歲男童掃大街 好心人助圓上學夢

天冷蓋厚 焗死9月嬰

▲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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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道）想去圖書館借書，
卻礙於路遠耽誤時間又麻煩。近期現身廈門的35座「24小時自
助圖書館」，使借書還冊像操作銀行ATM一樣簡單，除押金和
逾期不還而產生的滯納金外，借閱書籍是完全免費的。
記者看到，這台「24小時自助圖書館」機身分為上下兩大部

分：上部分為書籍儲藏間，可以儲藏400餘本書；下半部分為書籍
回收格。在其正面和側面均有嵌入式操作界面，操作界面與銀行
ATM機頗為類似，簡單明瞭。民眾第一次借閱的只需攜帶身份證和
社保卡，在機器上進行認證後，輸入書籍架層編號就能輕鬆借閱。
「24小時自助圖書館」還不受地點限制，民眾可選擇任意一台「圖
書館」進行歸還。甚至還可在機器上借由聯網，檢索自己需要的書
籍並預約借閱。

24小時自助圖書館

借書好似ATM
▲
福
建
▼

▲
江
蘇
▼

■閆帥的妻子看 老人們樂呵呵地搓麻將。

網上圖片

■涵涵的父親得知女兒去世的消息失聲痛

哭。 網上圖片

■本報在1968年12月31日和1969年1月1日分

別 重報道南京長江大橋通車一事。資料圖片

昨日，湖南常德一對老夫妻同慶百歲生日。圖為二人展示身份證。當日，是湖南常

德津市市保河堤鎮澧賦村施四凡和劉么姑夫妻共同的百歲生日，親朋好友和當地領導

齊聚二老家中，為這對百歲夫妻祝壽。施四凡和劉么姑同是1912年12月28日出生，已

攜手走過78年。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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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歲的

小田田每

天幫爺爺

奶奶掃大

街，他希

望能上幼

兒園。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