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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

者 黎玉嬌、通訊員 黃世發

畢節報道）22年前，遠嫁

安徽的貴州女子安宗賢

告別丈夫和愛子，回

到遠在貴州畢節

的娘家侍奉孤

身 一 人 的 母

親 。 難 能 可

貴 的 是 ， 其

丈 夫 王 慶 洋

對 妻 子 的 孝

行 十 分 支

持 ， 他 不 僅

獨 自 撫 養 兩

個孩子，還

多次帶同兒

子遠赴貴州

探望妻子和

岳母。

安宗賢出生於貴州金沙縣一個偏遠的農村家庭，幼年
喪父，1985年遠嫁到安徽後，母親由弟弟照顧。不

料兩年後弟弟因病去世，母親無人照料。

母守舊俗 不在女家死

由於安徽離貴州千里之遙，年過花甲的母親又體弱多
病，令安宗賢十分擔心。她多次想接母親到安徽盡孝，

又能盡為人妻母之責，但母親受「女不在娘家生，娘
不在女家死」封建觀念的影響，堅決不去。無奈

之下，安宗賢和丈夫商量後，丟下兩個年幼
的兒子，回到貴州照顧母親。

每隔幾年 夫帶兩子團聚

1998年，一場大火燒了母女倆住的
房子，安宗賢只有靠雙手，搞禽畜養
殖，農閒時到附近煤廠當搬運工掙

錢，晚上點 燈挖地基，好幾年才重建了
三間平房，有了棲身之所。

安宗賢回到貴州後，丈夫王慶江辭去原來穩定的工
作回家照顧兩個年幼的兒子。22年安宗賢僅僅回過兩次
家，但夫妻二人並未離婚。丈夫盡己所能，除了照顧孩
子，還主動為妻子分擔經濟負擔。

安宗賢說，剛開始丈夫不太理解自己的選擇，公婆更是
反對，在她的反覆勸說下，善良的丈夫逐漸理解。離家
後，安宗賢很思念兩個兒子，丈夫便隔幾年就帶孩子來貴
州團聚。2006年，丈夫帶 兩個孩子到貴州和安宗賢一起
過了春節，這是全家22年裡唯一一次一起過春節。限於經
濟原因，一家人幾年才能團聚一次。

這些年，安宗賢雖然盡了孝，心裡一直覺得愧對丈夫兒
子。「我實在對不住丈夫和娃娃，欠他們太多了！」不過
她仍然沒有打算離開母親：「等母親百年後，再回安徽和
家人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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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圓夢 製飛機成功離地

香港文匯報

訊 每 天 早
上，在武漢火
車站站前廣場
上，都可以看

到一個臉龐清秀身
穿橘黃色環衛服的
女孩，如果有人問
路，她還會微笑
給別人當起「導路
員」。

這個80後女孩名
叫付莎莎，今年28歲，從江漢大學護理專業畢業後，她
到武漢火車站幹起了環衛工。她家裡有4套房產，每天
開 價值15萬元的小轎車上班，卻願意幹這個每月1500
塊錢的工作，一幹就是3年。

2009年12月，武漢火車站啟用前，站前綜合管理辦事
務中心發招聘衛工，錄用了70多人，付莎莎就是其中一
個。此外，還錄用了兩名女大學生。但當初招的70多
人，不到一周就剩下15人。其後，另外兩名女大學生也
走了。

2011年底，26歲的付莎莎成了武漢環衛系統最年輕的
環衛班長，帶 十多個40多歲的環衛工每天給站前廣場
做保潔。現在，付莎莎更兼 環衛班長和質檢員兩個職
務，每天負責在廣場周邊巡查。 ■《武漢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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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女大學生
甘做環衛工3年

香港文匯報訊 山東科技大學泰安校區的王
雙劍等三名大學生，在德州成功試飛了他們
歷時半年設計製造的固定翼飛機，雖然飛機
只離地一米多，但已經實現了三個小伙子的

「飛翔夢」。
在王雙劍的老家德州市平原縣坊子鄉王通村，

王雙劍和同學張帥、張成凱開始往試飛的地方運
送機翼和支架。試飛的地點在村南頭一條還沒修
完的公路上。聽說王雙劍製造的飛機要試飛，附
近的村民都騎 自行車趕來觀看，連路邊田裡澆
地的村民都放下手中的活過來幫忙。在十幾位村
民的幫助下，不到半小時，機翼、尾翼操縱桿就
全部安裝調試好了。

「轟轟轟⋯⋯」發動機發出巨大響聲，螺旋槳
高速轉動產生的風把路上的土吹得很高。王雙劍
在螺旋槳的高速推動下，飛機前後輪先後離地。

「飛起來了！飛起來了！」在場的所有人都興奮
地拍起手來。飛機向前飛行了將近十米，就將飛
機降了下來。 ■《齊魯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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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深圳市日前發生一宗女童
墮樓案。一名5歲姓鄧女童，在其父鄧永釗
工作的6樓值班室，趁父親外出工作，竟把
雨傘當降傘，從6樓一躍而下。鄧父接到消
息，慌忙趕回，將女童送往醫院救治。經多

日治療，女童昏迷8日後奇蹟甦醒。
鄧父稱，出事當日跟往常一樣，從幼兒園把小

孩接過來自己工作的值班室。值班室在6樓，女
童平時就在這裡學習。「我平時下午都要去爬筆
架山，大多數她都跟我一起去。那天她說不要
去，要看電視，我沒有強迫她。」鄧先生回憶女
兒出事前的情景，「我和同事走了十幾分鐘，才
走到筆架山山腳下，我就接到電話，說我女兒出
事了，從辦公室樓上跳下來，我當時心都涼
了！」

據目擊者稱，他們聽到「啪」的一聲，然後看

到一把傘飄下來，然後就看到地上躺 一個昏迷
不醒的女童。女童送往醫院經搶救後，暫時脫離
危險期，醫生說女童肺部仍有出血現象，需要進
行持續治療。現在還需要5萬多元治療費用。

■《深圳新聞網》

女童雨傘充降傘 6樓墮下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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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8日，日本宣佈投降13天
後，毛澤東到達重慶。當天晚上，蔣
介石舉辦了一個小型歡迎宴會。毛澤
東與蔣介石見面了。這次到訪重慶，
誰也沒料到是兩人最後一次「談話」。

蔣介石的「限度」

蔣介石向毛澤東發出邀請時有一種
「恩賜」的感覺，而且蔣介石沒有料到
毛澤東真的會來。因此，在毛澤東抵
達重慶的當天，他才匆忙召集會議討
論對策，臨時確定了3條談判方針。

共產黨方面提出關於談判的11點意
見，作出了重大讓步：不但承認蔣介
石的領導地位，而且捨棄了「聯合政
府」的提法，只要求「參加政府」。當
然，這份意見中包含 兩個核心的政
治問題，即軍隊國家化和結束黨治。

蔣介石表示：承認解放區是行不通
的，在中共真正做到軍令政令統一之
後，各縣的行政人員經中央考核後酌
情留任，省一級人員乃至省主席可以
考慮邀請中共人士擔任。關於軍隊問
題，國民政府能夠允許的最高限度
是，中共軍隊整編為12個師。國民黨
方面對其他問題沒有任何讓步的跡
象。因在蔣介石看來，毛澤東和共產
黨人依舊是「匪」。

圖扣毛澤東於重慶

反之，毛澤東的觀點是：共產黨人
來到重慶，就是為了與反共勢力的代
表蔣介石談判，要解決問題就不能放
棄與國民黨右派的接觸，「中國內戰
必須堅決避免」。

此時，國民黨中統局擬定了以「蔣
總統要經常諮詢國事」為借口扣留毛

澤東於重慶的計劃。延安給毛澤東發來電報，建議
毛澤東回來。毛澤東說：「不要擔心我在重慶的安
全問題。你們打(仗)得越好，我越安全，談得越
好。」1945年9月10日的上黨戰役，國民黨軍兩萬
餘人全軍覆滅，正正使得蔣介石在重慶面對毛澤東
的時候神情有些恍惚。

就在上黨戰役將要結束的時候，1945年10月10
日，共產黨代表與國民黨代表在重慶桂園的客廳裡
簽署了《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
十協定》。

毛澤東要離開重慶，蔣介石與毛澤東又見了一
面，並進行了長談。蔣介石說，國共兩黨，缺一不
可，黨都有缺點，也都有專長。毛澤東向蔣介石談
起土地革命。蔣介石則再次勸告毛澤東，不要搞軍
隊，如果專門在政治上競爭，可以被接受。毛澤東

則表示，贊成軍隊只為國防不為黨派。於
是，蔣介石對毛澤東說，我們二人能
合作，世界就好辦了。

1945年10月11日，毛澤東與蔣介石
握手道別。他們誰都沒有想到，此
一別便是他們的永訣。

■來源：《北方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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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和蔣介石互相敬酒。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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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流浪漢 狂奔千米救跳橋女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在瀋陽路勞務市

場靠活的幾名工人發現，離地10餘米高的

杭鞍高架路旁的護欄上，坐 一個長髮，

雙腿懸空的女子。其間，兩個渾身沾滿塵

土的流浪漢從杭鞍高架路瀋陽路入口衝上

橋面，迎 快速駛來的車輛狂奔出一公里，一

手將女子從橋邊拽回。

「是我和他把女子拉下來的。 」坐在地上

的53歲昌樂男子王本正，正在勸說女子的，是

他41歲的老夥計、老家在河北景縣的馮金山。

「我倆當時在路邊攤吃飯，攤主說橋上有個人

好像要跳下來。 」王本正回憶道，他和馮金

山立刻放下碗筷，直接從瀋陽路上橋口一路衝

了過去。馮金山表示，他當時心裡只有救人一

個念頭。 ■《青島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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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 河南濮陽
縣八公橋鎮劉
固堆村，有一
個佔地一畝多

的古墓，據說是春
秋時期「坐懷不亂」
的柳下惠之墓。10
年前，村民孫運志
曾在墓前許願，希
望侄子能生下一個兒子，結果願望成真。孫翁認為這是
春秋時的大善人「柳下惠」給自己的福氣。於是，他決
定為柳下惠守墓，一守就是十年。

70歲的孫運志孤身一人，與弟弟一家生活在一起。為
了保護修葺古墓，他平時要撿破爛賣錢。

據說全國關於柳下惠墓的說法有五六種，光河南濮陽
就有三處，許多是紀念塚，但也很有紀念價值。去年柳
氏後裔曾到濮陽尋根問祖。濮陽縣劉固堆村旁邊的這個
墓，極有可能是柳下惠真正的墓地。 ■《中原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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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下惠」送侄孫
翁守墓10年還願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何

花 東莞報道）

日前，東莞茶
山鎮國際布料
交易中心一家

布料店突然起火，
店主家一名3歲男
孩被困。附近一名
青年聽到救命呼喊
聲，不顧危險衝入
火海將男孩救出。3歲小童並無大礙，只受輕微燒傷。
火警發生時，店主黃女士三歲的兒子在店內玩耍。由於
店內堆滿佈料，火勢迅速蔓延到了二樓。火勢非常大，
黃女士始終無法接近兒子，人群中突然有一名姓楊青年
衝進店舖，很快將小男孩抱出，並送往茶山醫院。慶幸
火警中兩人都只是輕微燒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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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料店大火
青年勇救3歲童

中國「愛心

尋子團」全國

尋子行動在山

西開始旅程，

尋子團成員將

攜帶全國各地

百餘名丟失孩

子 信 息 在 4 0

餘 座 城 市 巡

走，並沿途進

行打拐防拐宣

傳。其間，兩

名 來 自 河 北 的

「尋子媽媽」失聲

痛哭。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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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姓女童在兒童醫院重症監護室躺了8天8夜，

終於醒了。 網上圖片

■這塊墓地，就是老孫一直在照管

的「柳下惠墓」。 網上圖片

■付莎莎正在給站前廣場做保潔。

網上圖片

■兩流浪漢救人後，一人拽 跳橋女不放，另一人

則坐在護欄上喘息。 網上圖片

■三人造的飛機終於飛離地面。

網上圖片

■救人的楊姓青年在燒毀的布料商

舖前講述事發情景。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