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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香山旅遊峰會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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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張聰、
張紫晨北京報道) 世界旅遊城
市聯合會2014北京香山旅遊
峰會昨日在北京開幕，吸引了
來自38個國家和地區的82個
城市和44個旅遊相關機構共
320多名代表出席。世界旅遊
城市聯合會專家委員會主任魏
小安表示，越來越多國家把目
光聚焦在中國，想在這個出境
旅遊大國掘金。

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理事會主
席、北京市長王安順，中國國

家旅遊局局長邵琪偉出席峰會開幕
式並致辭。
王安順表示，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
秉承「旅遊讓城市生活更美好」核心
理念，促進旅遊事業發展和人民友好
往來，兩年來，會員單位已經增加至
134個，會員城市之間的交流合作不
斷擴大，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
邵琪偉表示，中國政府高度重視

旅遊業發展，預計到2015年，中國
公民出境人數達1.2億人次，中國國
內旅遊人數更是將達40億人次，
「我們願與世界各國分享中國旅遊
業發展成果，並繼續為世界旅遊業
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峰會上，王安順會與受邀的華盛
頓、摩洛哥等市長及大型旅遊相關
企業高管和旅遊業界知名專家學
者，圍繞「市場與合作」峰會主
題，探討促進全球旅遊發展，提高
旅遊服務質量，推動北京和其他世
界旅遊城市可持續發展。

預告新旅遊法10月實施
邵琪偉在開幕式上透露，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頒布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旅遊法》將於今
年10月1日施行，「這是中國旅遊
業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必將引
領中國旅遊產業走向持續健康發展
的新階段。」
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三大入境旅遊

接待國，世界第一大出境旅遊市場
和出境旅遊消費國，中國的國際旅
遊地位正在不斷提升。據邵琪偉介
紹，預計到2015年，中國國內旅遊
人數將達40億人次，入境旅遊人數
達1.36億人次，入境過夜旅遊人數
達6100萬人次，中國公民出境人數
達1.2億人次。
對於不斷增長的中國旅遊消費，

魏小安表示，目前中國旅遊市場已
經形成了龐大的規模，對於世界旅
遊經濟增長率的貢獻達到20%以
上，「從參加本屆峰會的人數以及
國家的數量，可以發現世界上越來
越多的國家已經把目光聚焦在中國
這座金礦上，都想在這個出境旅遊
大國掘金。」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張聰、張紫
晨 北京報道）香山
旅遊峰會邀請了首
爾、華盛頓等世界各
地著名旅遊城市市長
出席，這些城市正將
目光移到中國旅遊市
場上。華盛頓市長文
森特．格雷接受本報
訪問時表示，中國的
旅遊市場非常大，前
景非常好，同時讚揚了北京實施的72小時過
境免簽政策。
格雷說，兩年前自己曾經參觀過故宮，

「故宮非常壯觀，這是一次非常難忘的經
歷」。他指出，中國的旅遊市場非常大，前
景非常好，「以我自身在北京的美好旅遊體
驗來說，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外國遊客來親身
感受一下中國，感受一下北京」。同時，他
也歡迎更多的中國遊客去華盛頓旅遊參觀，
比較一下中美兩國首都的不同風格。

摩洛哥不認同華客不文明
針對外界時常談及中國遊客在國外有許多

不文明的現象，摩洛哥菲斯副市長Amraouil
Allal表示並不認同。他說，「中國遊客是非
常文明的，至少在摩洛哥沒有發生不文明的
行為。摩洛哥人民非常喜歡中國人民，非常
歡迎中國遊客來摩洛哥旅遊」。他並表示，
雖然現在去摩洛哥旅遊的中國遊客不是特別
多，但是摩洛哥政府和菲斯市政府會加大宣
傳力度。

交易會展商盡施「渾身解數」
世界旅遊城市巡展暨旅遊交易洽談會

現場，許多國內外旅遊城市都藉展台
使出「渾身解數」，大力宣傳推廣當地
的獨特魅力。身穿白色民族服裝的哈薩
克斯坦姑娘在阿拉木圖展台前跳起了婀

娜多姿的舞蹈，吸引了眾多參觀者的目光，人們紛紛拿
起手中相機拍下這美好一刻。
其中，洛杉磯展台更是打起了「禮物牌」，凡是參加

洛杉磯展台並聽取講解的與會代表可以獲得來自洛杉磯
的一把雨傘，一時間洛杉磯展台前擠滿了前來參觀的人
群。
另據記者詢問組委會工作人員了解到，米蘭、波士

頓、摩洛哥、哈爾濱、太原等十餘家國內外會員單位將
在5日通過多樣的推介展示和特色活動向現場參會旅遊
相關企業、海內外媒體集中展示其旅遊資源、旅遊產品
和旅遊投資合作項目。 ■記者張聰、張紫晨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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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談會現場。 張聰攝

■■世界旅遊聯合會外國代表團合影世界旅遊聯合會外國代表團合影。。 張聰張聰攝攝

■摩洛哥菲斯副市
長。 張聰攝

■北京故宮參觀者眾，經常人頭湧湧。網上圖片

■湖南張家界風光秀麗，是不少遊客嚮往的地方。
網上圖片

「「出境旅遊大國出境旅遊大國」」各國競相掘金各國競相掘金

湖南湖南1313歲女孩歲女孩
四四年年如如一一

河南男子藏10餘萬份抗日史料

陝西省西安市一輛紅色越野車上擋風玻璃、後視
鏡、前門的車窗上都被交警罰單糊住。 網上圖片

中國佛學院首招中國佛學院首招「「博士僧博士僧」」何芹姣何芹姣，，一名樸實善良一名樸實善良、、堅強樂觀的山村小堅強樂觀的山村小

女孩女孩。。99歲時歲時，，她主動承擔起背送同學上小學的她主動承擔起背送同學上小學的

責任責任，，一背就是一背就是44年年；；如今如今，，1313歲的她歲的她，，放棄放棄

了去城裡讀書的機會了去城裡讀書的機會，，每天要往返每天要往返88公里公里，，為的為的

只是只是「「要繼續送同學上中學要繼續送同學上中學」。」。 ■■華聲在線華聲在線

在河南鄭州楊翔飛的家裡，可以找到日本侵華
各個時期的照片、畫報、地圖、甚至是軍方檔案
等抗日史料。「照片大概有幾千張，地圖有2萬
多份，日軍檔案資料有4、5萬份，當時的文獻
報紙有幾萬份，所有史料加起來有12萬份左
右。」楊翔飛說，自己23年來最大的成就就是

收集到的日軍侵華「鐵證」。

記錄日軍罪行 盼上網展出
47歲的楊翔飛收藏抗日史料已有23年，他家

裡堆滿了各種泛黃的紙張和照片。他隨手遞給記
者一本《我們所走過的道路——日本戰爭罪犯的
記事集》書稿，裡面收錄有幾十個日軍戰俘供詞
日文原文(部分散失)及翻譯好的中文。「這是10
年前在天津高價買下的，是出版前的手稿。」這
部手稿裡詳細記錄了日軍當年犯下的罪行，輪姦
婦女、燒殺軍民、用活人新兵練膽等，讓人看得
心痛。
「這些珍貴的史料最終還是準備捐給國家。」

楊翔飛表示，「我希望可以和網站合作，在網上
展出這些史料，讓更多年輕人看到。」

■本報記者 駱佳、實習記者 牛琰 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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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中國首
個 佛 教 大
學——中國
佛學院首次
招收「僧博
士」，本年
招生名額僅
限5人，旨在培養「佛教棟樑」。
中國佛學院日前發佈消息稱，本次招生僅面向中國佛學

院「現有的師資隊伍」，設定「戒律學、天台學、印度
學、中國佛教史學、佛教文學」五大專業，報名時間為9
月1日-20日，筆試內容除佛學外，還包括語文、英語和時
政。
中國佛學院1956年創辦於北京，院址設在法源寺，為中
國首個佛教大學，現任院長為全國政協委員傳印長老。據
了解，趙樸初，巨贊法師、正果法師等佛教界的高僧大德
均曾執教於此。 ■本報記者田一涵北京報道

家住重慶今年28歲的李女士，看了電視綜藝節目
後，覺得瘦臉針很神奇，對自己有點方的臉形可能適
用。於是選擇了一家網店，花1200元購買了一劑瘦臉

針，又按照賣家發來的「注射詳細講解」自學一番，在賣
家「絕對安全」的鼓勵下，自己上手注射了。
「我打針時不敢往深處打，怕打到骨頭，所以都很淺。」
李女士說。誰知注射完，第二天李女士就發現自己臉沒變小，
卻有了說話嘴巴張不大，笑也笑不動的現象，如果強迫自己
笑，就成了右臉高左臉低。老公馬上帶她到醫院檢查。
醫院整形美容科主任說，瘦臉針的注射並不是像賣家所

描述的可以自行注射，深淺度、角度、劑量等都需要專業
醫生控制才能安全有效。她的情況正是因為注射太淺而造
成的表情肌受損，成了無法動彈的面癱，要恢復數月才可
能消除。 ■本報記者張馨月重慶報道

浙江嘉興市一名11歲的女孩因為好奇，搬了凳子，
爬進洗衣機滾筒裡玩耍。大人聽到女孩的呼救，才發
現出事了。

女孩進入滾筒後，右腳盤在左腳上，怎麼也出不來。家
人試了很多辦法，只要女孩一站起來，臀部和右膝蓋就被
卡住。最後沒辦法，只好向消防求助。
接到報警，秀洲消防中隊趕到女孩家。
徵得家長同意後，消防員用切割機將洗衣機切開，整個

過程進行了15分鐘。女孩被救出。除了下半身有些酸麻，
腳上輕微擦傷，並無大礙。 ■《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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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進滾筒被卡女孩進滾筒被卡
消防切開洗衣機救人消防切開洗衣機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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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購瘦臉針網購瘦臉針 自己打一夜面癱自己打一夜面癱

「最壯觀」罰單

背同學上學背同學上學 ■■何芹姣背着何何芹姣背着何
穎慧去上學穎慧去上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楊翔飛展示收藏史料楊翔飛展示收藏史料。。
本報實習記者本報實習記者牛琰牛琰攝攝

■■僧人在中國佛學僧人在中國佛學
院上課院上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8月31日早上6點，湖南省新邵縣寸石鎮青山村12組，13歲的何芹姣
像往常一樣早早起了床。劈柴燒火、
淘米煮飯、切菜炒菜，一系列動作熟
練又麻利。飛快地扒完一碗飯後，她
背起書包，趕到鄰居何穎慧家，小心
抱起何穎慧，輕輕放到輪椅上，推
輪椅朝學校走去。

9歲時背送同學上學
何穎慧從小患有神經性肌肉萎縮，

不能走路，父親低智，一歲時母親離
家出走，一家全靠年近七旬的爺爺奶
奶支撐。何穎慧上學後，由於爺爺要
賺錢養家，每天由奶奶接送，患嚴重
風濕病的奶奶背送了兩年後，逐漸感

到吃不消。這時，年僅9歲的何芹姣
站了出來，主動承擔起義務背何穎慧
上學的責任。
從2010年秋天開始，何芹姣每天背

何穎慧上學，直到她們小學畢業。
不論天晴雨雪，何芹姣都會按時出現
在何穎慧的家中，背起她向學校走
去。由於年幼力氣小，到小學不足一
公里的路，何芹姣常常累得滿頭大
汗。碰到下雨，何穎慧就伏在何芹姣
的背上撐傘，兩人在雨中艱難前
行。
下課了，同學們走出教室玩耍，何

芹姣卻要背何穎慧下樓上廁所。放

學後，她又背起穎慧，一步一步走回
家。2013年秋，當地政府為何穎慧配
了一把輪椅，何芹姣就推她到學
校，再把她背進二樓的教室。
今年暑假，有愛心人士要資助何芹

姣到市區、縣城教學條件更好的中學
去上學，但何芹姣拒絕了他們的好
意，「我要繼續跟何穎慧一起上
學。」
現在中學的生活開始了，何芹姣和

何穎慧對未來充滿了憧憬。「我們希
望今後能夠一起讀高中，上大學，將
來做有用的人，回報社會上好心人的
幫助。」這是姐妹倆共同的心願。

■■何芹姣推何芹姣推
着何穎慧行着何穎慧行
走在崎嶇的走在崎嶇的
山 間 小 路山 間 小 路
上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