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大家幫幫他們吧，現在
他們家還有好多鵝沒有

賣出去，能否幫幫他們。」劉發
「賣鵝救妻」受到眾多網友力挺。

妻患白血病 月花逾5000

劉發的妻子王芳2011年確診患白
血病，進行骨髓移植後，現在需要
每月做一次骨髓穿刺，兩次定期檢
查，加上肝腎藥物，每月花費至少
在5,000元以上，為家庭帶來沉重負
擔。從事旅遊包車的劉發每到冬季
就幾乎沒生意，只能四處打零工。
小兒子的老師主動幫他們聯繫了新
疆北部塔城一家做鵝肉加工的企
業，讓劉發做起了賣鵝肉的生意。
春節前夕，妻子王芳見還有許多

鵝沒有賣出去，從未涉足此行業的
丈夫又處處碰壁，心急之下，和母
親一起拉㠥鵝到市裡的農貿市場去

賣。由於沒有經營手續，又和市場
管理人員發生爭執，結果在推搡中
王芳又被誤傷。
當晚劉發心如刀絞、徹夜未眠，

寫下了一條署名為「一個白血病患
者的愛人，於2013年2月3日凌晨5
點38分」的微博，述說了自己的感
受。沒想到一篇小小的微博竟產生
了巨大影響，第二天網友紛紛頂
帖，在眾多網友的力挺下，劉發賣
鵝的數量從之前每天最多20隻增加
到春節前期的每天200隻。

當作「給弟媳婦紅包」

劉發回憶說，很多網友買完鵝之
後，還沒等找錢就直接離去，每次
他都會追上去還給他們。「只有一
次，我怎麼說也不行，那位大姐說
『你要再還的話，我就不要你的鵝
了，就當我給弟媳婦的紅包』。」

劉發眼睛紅了，
「我不知什麼時候才
能償還這些好人的人
情。」
每賣一隻熏鵝、風乾

鵝賺5元，土鵝賺10元，即
使劉發把1600多隻鵝全賣
光，最多也就能賺8,500多
元，相比身患白血病的妻子的
治療費，可謂杯水車薪。
不過，一個個素未謀
面網友的留言、一個
個陌生的電話，都
在鼓勵劉發一家堅
強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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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全城吃麵」後，蛇年

春節又上演了一場感動全城

的好人好事。烏魯木齊男子

劉發為籌藥費救患白血病的

妻 子 ， 無 論 多 少 ， 無 論 遠

近，只要接到訂鵝的電話，

必 定 親 自 免 費 送 貨 上 門 。

「賣鵝救妻」的故事在網絡上

引發熱議，得到網友們大力

支持，有人免費提供車輛，

還有人主動幫助他賣鵝、收

錢、送貨等。「我不知什麼

時候才能償還這些好人的人

情。」劉發說。

■新華網

感動全城獻愛心
■劉發正在為網友購買的熏鵝配

貨。他所用的車，也是有好心人

免費提供的。 網上圖片

■妻子王芳每周只有

一次與兒子見面的機

會。圖為二人隔㠥玻

璃通話。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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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大豫網
報道，河南省
安陽縣善應鎮
南平村農民常
紅 亮 、 常 永
明、常生來等人，大年初一(10日)早上在上墳祭祖途
中，從山林的一顆柿子樹上摘到一個巨型馬蜂窩(見

圖)。該馬蜂窩呈不規則圓形，高62厘米，直徑45厘
米，重3.1公斤，由11層蜂窩組成。每層蜂窩都規則的
密集排列㠥無數個六邊形的「小房間」，層與層之間還
有「蜂柱子」連結，似高層建築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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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層巨型蜂窩似高樓

今年春節，四川成都人、37歲的鍾厚華一家送出
壓歲紅包21個，合計7,300元，8歲的兒子7天收入紅
包39個，累計2萬餘元，鍾厚華開玩笑說，收支相
抵後，孩子的壓歲錢淨掙13,000元，頂他媽媽3個月
工資，「年前曾有同事開玩笑，年終獎發不發沒關

係，我有兒子就行了。」
鍾厚華覺得，孩子確實是個制衡收支的重要經濟槓

桿，有孩子的家庭幾乎虧不到哪去。今年春節，鍾厚華
一家先回了成都老家，又去了妻子老家重慶銅梁，隨行
的兒子就這樣一路把紅包收下來，「我們家好多表弟、
表妹都還沒孩子，一些老人出手也大方，壓歲錢『淨掙』
的就是這類情況。」
隨㠥物價上漲，壓歲錢也明顯水漲船高，過去常見的

200元紅包少了，大多是300元起底，500元的很常見。
「我們這些出來收的，早晚都是要還的⋯⋯別家孩子一
出生，這錢還得流轉回去。」鍾厚華的朋友如是說。

■重慶晨報

7天收2萬元利是
相當母3個月薪

轉發「老公」拜年短信 女下屬激怒領導妻

這是一張著名的家庭照：一代偉人毛澤東一
邊與自己的堂弟毛澤連夫妻倆聊㠥家常，一邊
愛撫㠥毛澤連一雙兒女的頭頂，開國領袖豐富
細膩的內心世界表達無遺。這也是毛澤東的侄
女毛小青始終珍藏的一張照片，因為，她就是
照片上的那個穿㠥花衣服的小女孩。
1959年6月，毛主席在離開家鄉32年之後回

到故鄉，當時年方5歲的毛小青隨父母第一次
見到了自己的伯父毛澤東。「你看，主席那麼
高，我們這麼矮。當時，伯父給了我們姐弟倆
一人一小包糖果作為禮物。」時隔半個世紀，
毛小青邊看照片邊回憶。由於年幼，當時許多
細節已經沒有了印象，但與毛主席初次見面的
第一印象卻清晰如昨。「那是一種親人間才有
的感覺，伯父是國家領袖，更是自己的親人。
在身材魁偉的主席面前，我有一種與生俱來的
親近感。」

堂弟送信摔倒致眼疾

毛小青的父親毛澤連是毛澤東排行老九的堂
弟，比毛澤東小20歲。1925年，毛澤東回韶山

建立了第一個黨支部，毛澤連也由此成為了一名小通信員。
1929年，在一次深夜給地下黨組織送信的任務中，16歲的毛
澤連不慎摔倒，左眼被尖銳的樹杈戳傷，鮮血直流。潰爛的
左眼之後殃及右眼，20歲時，毛澤連近乎雙目失明。
毛家澤字輩總共10男1女，唯一的女性是23歲時犧牲的游

擊隊隊長毛澤建。原本應該濟濟一堂的大家族，解放後，
就只剩下毛澤東、毛澤連、毛澤青、毛澤榮4人，其中毛澤
連還落下殘疾。
數十年來，毛主席對自己這個叔伯兄弟的眼疾始終十分

牽掛。全國剛解放，他就派人將毛澤連接到北京治病。半
年後，毛澤連結束在北京的治療。在臨別之
際，毛主席叮囑他：回去後不要給地方添麻
煩，不要向政府要待遇。如果生活上有困
難，我可以幫助你！從1949年到1960年，
毛澤東每年都要從自己的稿費中拿出300元

錢，接濟毛澤連一家的生活。(二之一) 

■來源：人民畫報網站 作者：唐濤、李舒亞、梁夙芳

1980年2月18日，中國運動員首

次參加冬季奧運會。該次為於美

國普萊西德湖舉行的第十三屆冬

季奧運會，這是國際奧委會自

1979年恢復中國在奧林匹克運動

中合法地位以後，中國運動員首

次參加奧運會的競爭。

在普萊西德湖，印有五星紅旗

的中國奧委會紀念章成了人們到

處索求的珍貴紀念品。

當年中國共派出28名男女運動

員，參加了滑冰、滑雪、現代冬

季兩項的18個單項比賽。首次參

賽的中國男女選手與世界先進水

平有較大差距，無一人進入前六

名。　

醫院掛「生意興隆」被質疑立心不良

獨生子女缺親戚倍感孤寂
又是一年春節，以「80後」為開

端的獨生子女一代在這樣的日子
裡，難免為親戚少，過年沒有熱鬧
味而寡淡。但在傳統年文化的影響
下，也有不少獨生子女開始主動尋

找親情。
在浙江的春節走親戚風俗中，往往只

有各自成家的親兄弟姐妹間才會在春節
走動，而下一代的表親、堂親往往會隨
㠥上一輩的過世而不再成為「春節必走」
的親戚。

堂親表親重視程度增
作為獨生子二代、今年6歲的小歆

蘇，也就在初一那天到外婆家做了一天
客。叔父伯父、姨媽姑媽，這些曾經春
節必走的親戚，在小歆蘇這裡，一個都
沒有。小歆蘇的父親蔡濤感慨，再過一
代，「大家庭的熱鬧，恐怕不會出現
了！」

上一輩兄弟姐妹多，對堂親、表親間
的親情看得自然淡些，但到了這一代的
獨生子女，則格處重視這種旁親。今天
春節，朱毅為參加堂弟的婚禮，他從北
京坐飛機回浙江來，還為此與父母產生
了一點小矛盾，「媽媽覺得堂弟這樣的
旁親沒有必要花幾千塊錢機票趕回浙江
參加，把紅包電匯到就可以了。可我還
是堅持要參加，血緣上是沒有親兄弟
親，但相信只要付出了，親情上就會越
來越濃。」
「中國的傳統風俗，往往以血緣的遠

近來確定親情的疏密。但在獨生子女政
策實行30多年的今天，這樣的風俗顯然
是正被獨生子女們所拋棄。」蘭州大學
社會學教授陳文江認為，「都說獨生子
女有自私自利、親情淡薄的特點，但隨
㠥他們長大成人，在春節這樣的日子，
中國文化正潛移默化地讓他們自覺去尋
找親情。」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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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縉雲縣三溪鄉西應村前日舉辦龍燈鬧春會，用喜慶的龍燈開年，祈求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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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隊在該屆冬奧會上展示中國旗幟。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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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短

訊上款是

「老公」，

但 看 來

「 老 公 」

並不止一

個。

網上圖片

瀏陽市一所兒童醫院近日被網友發
現走廊上掛有「生意興隆」、「開業大
吉」等春節橫幅，引發了不少網友
「扔板磚」，質疑其立心不良，有網友
感慨，「醫院要『生意興隆』，這意味

㠥什麼？是希望比別的醫院生意好、收入
多？還是希望生病的患者越來越多？」對
此，當事醫院向公眾道歉，解釋說是因工
作疏忽、不嚴謹，直接使用了花店「固定
模板紙」，這樣的橫幅確實不妥，並保證今
後不再發生類似的事。 ■瀟湘晨報

■這個花籃橫幅下款寫㠥「體檢

慢病康復部贈」。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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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運動員首次參加冬奧會

「老公：祝你新春大吉！萬事如意⋯⋯」
除夕夜，瀋陽某單位的幾名男領導分別收到
了同一名女下屬發來的拜年短信。「誰管我
丈夫叫老公？」大年初一早晨，就有那幾位
男領導的妻子循㠥短訊的號碼致電質問，一

個電話才掛線，另一個副行長的電話又打來了，
今年28歲的銀行信貸員小王幾乎都要嚇哭了，連
忙道歉，又讓丈夫幫忙解釋，對方怒氣才消。從
上午8時，一直到中午11時，這對小夫妻逐個打
電話向領導解釋，「真是對不起啊，發錯了，我

太粗心了。」到底為甚麼會發錯的呢？面對除夕
夜狂轟濫炸的群發拜年短信，小王本來不想回
覆。單位10位領導，全給她發短信拜年。丈夫小
朱覺得不回短信不妥當，「怎麼地也得給領導回
個短信啊。」
小王覺得自己文字表達能力一般，擔心表達得

不好被領導笑話，就從老公的手機中精心地選擇
文字好的拜年短信，然後群發給領導，但在轉發
短信時忘記把「老公」兩個字刪去了，所以才有
群發「老公」字樣短信的誤會。 ■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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