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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通訊員 蘇

忠國、王勳，記者李兵瀘州
報道）民間流傳「鐵樹開花

尋常見，桂花結子無處覓」。昨日
元宵佳節，記者在四川省瀘州市敘
永縣馬嶺中學的花園內發現一株桂
花樹結出桂子，令該校師生感到無
比驚喜。
「在學校任教41年了，還是第

一次看見這株桂花樹結果。」退休
王國倫說。因「桂子」與「貴子」
同音，所以桂花樹結果子有吉祥的
象徵。結果的桂花樹高約4米，形
如傘狀，約30年樹齡。桂子呈橢
圓形，直徑約2厘米，如一粒粒成
熟葡萄吊在枝上， 聞而無味，咬
一口則酸中帶甜。

桂花結果到底有沒有像人們想像
的那麼神秘呢？四川省農業科學院
園林研究所專家萬斌表示，桂花樹
會不會結果，主要取決於樹種，能
結果的一般稱為 「結籽桂」。隨
着科學進步，氣候變化，以前看似
難得的「鐵樹開花」、「桂花結
果」今後或許會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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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十萬獎十萬求求

重慶版《桃姐》 孝女照顧保姆24年

■責任編輯：何綺容 鄭慧欣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14年2月15日（星期六）

女女

江蘇省南京市一個祖籍山東的蔣氏家族江蘇省南京市一個祖籍山東的蔣氏家族，，一共一共2121口人口人，，祖孫三代祖孫三代1111口人口人，，竟然全部都生男孩竟然全部都生男孩。。族族

中長輩實在為此頭疼不已中長輩實在為此頭疼不已，，甚至表示甚至表示，「，「誰家生女孩誰家生女孩，，獎勵獎勵1010萬元萬元。」。」家族的大兒子決定先行嘗試家族的大兒子決定先行嘗試

一下一下，，目前目前，，妻子已懷有第二胎一個月妻子已懷有第二胎一個月。。他興奮地表示他興奮地表示，，看看這一胎是否能打破這個家族只生男孩不看看這一胎是否能打破這個家族只生男孩不

生女孩的生女孩的「「神話神話」。」。 ■■《《金陵晚報金陵晚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袁巧重慶報道）香港電影《桃姐》在現實中的
重慶上演。當地市民狄華（化名）對50多年前照顧過自己的保姆劉世
英念念不忘，過去24年來無間斷照料老人起居飲食，關懷備至。
劉世英在狄華家當保姆已是50多年前的事。當時狄華剛出生沒多久，

劉世英照顧狄華兩姐妹起居飲食多年，直到狄華上幼兒園才離開。
狄華說婆婆（劉世英）在家裡當保姆時與家人建立起深厚感情，即
使她走後，一直保持聯繫。當得悉婆婆老伴去世，與兒媳關係不融
洽，一人獨居在重慶永川區望城坡後，狄華和姐姐、弟弟三人便開始
輪流去看望她。
「我每月都會來探望一兩次。每個春節都會來看她。」除了買些柴

米油鹽，還不定期補貼點生活費，陪她閒聊、拉家常，24年不曾間
斷。狄華的姐姐還為劉世英辦了社保，現在她每月能領到1,100元生活
費。由於父母已80多歲，沒法抽出更多時間照顧婆婆，狄華想把婆婆
接到家裡住，但家裡太小未能如願，只希望有志願者幫忙，不定時去
探望老人。

■■晶瑩剔透的桂晶瑩剔透的桂
子子。。 本報四川傳真本報四川傳真

■劉世英獨居的小偏棚。 本報重慶傳真

■96歲的劉世英獨居
望城坡，狄華希望有志
願者能多去陪陪老人。

本報重慶傳真

■■在徐祥青追悼在徐祥青追悼
會上會上，，村民們敬村民們敬
上白菊上白菊。。 新華社新華社

■■迷你湯丸小得迷你湯丸小得
連肉眼也難看連肉眼也難看
清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老婆，我愛你！」2月14日上午，在湖
北武漢市江漢區後襄湖公廁的門口，上演了
一場真摯的送花示愛場面。童世國手捧着一

大束鮮花，羞澀的對他老婆胡澤英說出了這分量
最重的5個字，緊接着，近百名「圍觀群眾」爆
發出了熱烈的歡呼聲。
這不是年輕人的瘋狂愛情。故事的男主人年過

半百，還是首次送花給老婆。「表白」地之所以
選在公廁門口，是因為身後的公廁是女主角胡澤
英工作的地方。而近百名「圍觀群眾」，是江漢
區城管委邀請來體驗環衛工生活的熱心網友。
胡澤英在環衛工作已經4年了。由於公廁是24
小時開放，需要打掃的次數很多，胡澤英晚上常
常不能回家，只能睡在公廁的管理室裡，因為心
疼老婆，童世國索性也搬過來陪着胡澤英，跟她
做飯、幫忙。這天吃完了老婆做的元宵，再高高
興興的陪着老婆上班，這是屬於童世國和胡澤英
的元宵節與情人節。 ■荊楚網

浙江省寧波市象山縣公安局
後勤科民警徐祥青，自1985年
起便自資數十萬元默默照顧他

故鄉象山縣大徐村和周邊村莊100多位老
人。可惜，年僅48歲的徐祥青因癌症於今年
2月5日不幸去世。出殯當天，上千人送他最
後一程。

受父影響 助人為樂
徐祥青的成長深受父親徐振倫的影響，因
為徐振倫是當地公認的活雷鋒。所以，徐祥
青自小就立志長大了就要做父親那樣的人。
1985年，19歲的徐祥青參軍入伍，領到了
人生第一筆工資。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村裡
的「五保戶」阿富公。徐祥青省吃儉用，在
當年春節前夕，將好不容易攢下來的20元錢
匯給了老人，讓老人過了個好年。
轉業回來後，只要單位不加班，徐祥青幾乎每周會回村裡來「報到」，自費帶他

們出去旅遊，把自己一半以上的收入都奉獻給了老人們，累積達幾十萬元。
然而，今年2月5日下午4時多，年僅48歲的徐祥青卻突然離開了大家，因癌症醫

治無效逝世。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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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駱佳

鄭州報道）55歲的河南省鄭
州市民劉淑梅2月10日在河

南省血液中心採血大廳完成了自己
的第100次獻血，成為鄭州首位獻
血達到100次的女性。
10年來，她的獻血量達到70,400

毫升，相當於140瓶500毫升礦泉
水，能為約 15 個成年人換一次
血。在劉淑梅的眼裡，自己做的是
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情，「成習慣

了，不去總覺得少點兒啥。」她
說：「這都不是個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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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鄭州首位捐血百次河南鄭州首位捐血百次
女士劉淑梅女士劉淑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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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艷

芳廈門報道）馬年央視春晚
節目上，「時間使者」小彩

旗表演連續旋轉4小時成為亮點。
廈門同心慈善會癌友關懷部的癌友
亦身懷連續旋轉 4 小時的「絕
技」，但對癌友們而言，這是釋放
壓力減輕抑鬱的輔助方法，可說是
轉出正能量。
被大家親切稱為「蘋果師姐」的

肖女士，2009年做完宮頸原位癌手
術後，承受身體痛苦和心理恐懼，
通過網絡查找到廈門同心慈善會癌
友關懷部。在這裡，旋轉是一項輔
助癌友恢復身心靈健康的運動。第
一次學習旋轉，她摔倒了好幾次，
但她卻像孩子一樣開心，身邊還有

幾個癌友師姐護持着她，讓她安
心、安全地練習。從那以後，她一
直堅持練習旋轉，轉得不僅越加順
暢，轉的時間也越來越久。她說：
參加關懷部旋轉的癌友能連轉2小
時的人估計有20多人，連轉4小時
的人有三四個時，希望有一天也能
上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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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女士練習轉圈肖女士練習轉圈，，與與
癌魔搏鬥癌魔搏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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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寧波，家

家戶戶都能做出一碗
地道的湯團（港稱湯丸）。家住江
東區華光社區的陳桂珍女士趁着春
節做了一次新嘗試，製作了一批獨
特的迷你湯團。只見人民幣一毫硬
幣上放着62粒迷你湯團，雖小但
五臟俱全，包有豬油芝麻餡，而且
不露餡。
陳女士稱，迷你湯團的做法與普

通湯團的原理一樣，只不過用兩隻
手指尖揉搓，用竹籤挑餡。圖中作
品花了她整整3個小時。她又稱，

豬油湯團是阿拉寧波人的名片，所
以想做點特色，把寧波湯團發揚光
大。 ■中國寧波網

廣西融水苗
族自治縣安太
鄉元寶村苗寨
日前舉行鬥馬
比賽，吸引了
眾 多 遊 人 觀
看。鬥馬是融
水苗族自治縣
的傳統習俗，
已有數百年歷
史，當地約有
鬥馬5,000匹。

■新華社

鬥馬鬧春

民警自資數十萬
照顧百老廿九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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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世國
手 捧 鮮
花，羞澀
地送給老
婆 胡 澤
英。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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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5年起，徐祥青就自資照顧
他故鄉100多位老人。圖為他生前給
老人買藥。 新華社

市民蔡小姐今年30歲，在4年前已生下兒
子，目前正上幼兒園。現在為了打破該家

族不生女孩的「神話」，她決定再嘗試懷孕一
次，看看這一胎究竟是男是女。

蔣妻稱家人偏好鹼性食物
據悉，這個家族姓蔣，祖籍是山東曹縣。蔡
小姐的丈夫蔣先生年幼時跟着父親和伯父，從
山東曹縣遷至南京落戶，且開枝散葉。蔣先生
告訴記者，從他記事起，他就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所有蔣姓親戚全部都是男孩。
蔣先生表示，每逢過年過節，一大家人聚在
一起時，一個不生女孩的話題經常是他們探討
得最熱烈的。今年過年前，族中的大家長—蔣
先生的大伯母放話說，「如果誰家生了女兒，

就獎勵10萬元。」
原本就打算生二胎的蔣先生和老婆更加激動

了，因為他們已經為此準備了快一年了，戒煙
戒酒；測量體溫；每天運動；健康膳食等，他
們希望通過努力可以改變這個家族的傳統，打
破不生女孩的神話。
13日，記者從南京市中醫院獲悉，蔣先生的

妻子蔡小姐本月10日被確認懷孕了。下午，記
者在該院見到了蔡小姐。當問及蔣先生一家強
大的生兒子「基因」時，蔡小姐也覺得十分好
奇，但她也總結了一番自己的道理。她告訴記
者，她的丈夫包括他們一家人都喜歡吃一些鹼
性食物。例如說，喜歡吃麵食、喝蘇打水等。
「我覺得，他們一家都生兒子可能跟這個有
關。」

專家稱生男生女無關酸鹼
13日，記者聯繫上南京市中醫院婦科趙薇主

任，她告訴記者，網上的確有關酸鹼體質生兒
生女的討論，認為決定生男孩的Y精子在偏鹼
的環境內比較活躍有關係，而所謂的「偏鹼」
並沒有可量化的指標，也沒有十足的科學依
據。
因為從醫學角度來看，人體的PH值是比較恆
定的，不可能靠吃哪一類食物就出現大偏差。
另外，食物的酸鹼是食品化學研究的範疇，和
進入人體代謝後產生的體液的酸鹼不是一碼
事。相反，如果為了生男孩大量吃某些所謂鹼
性食物，還可能因偏食導致營養不均衡甚至吃
出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