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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
系列活動的一部分，俄羅斯籍
「帕拉達」號大帆船訪問青島歡
迎儀式近日在奧帆中心丈量大壩
隆重舉行。青島民眾現場表演了
舞獅、武術等中國傳統節目表達
對「帕拉達」號全體船員的熱烈
歡迎。
「帕拉達」號將參加第七屆青

島國際帆船周·青島海洋節活
動，還將作為旗艦船參加海上嘉
年華。 作為一種外交儀式，
「帕拉達」號訪青將有利於促進
雙方文化、體育等方面的友好交

流往來，加固雙方的良好友誼。
相關責任人表示，「此次活動意
義深遠，將成為喜歡帆船的孩子
們的盛會，我們有信心辦好此次
活動。」

■實習記者李東青島報道

俄帆船青島啟紀念抗戰之旅俄帆船青島啟紀念抗戰之旅

■■「「帕拉達帕拉達」」號大帆船船員列隊號大帆船船員列隊
參加歡迎儀式參加歡迎儀式。。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逾百母棄子出走逾百母棄子出走
湘現「無媽鄉」

男子巴士餓暈 司機乘客施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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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悲傷作文」作
者木苦依五木重返校
園。 網上圖片

曾寫被稱為「最悲傷作文」
的作者木苦依五木，經政府與
家人的商議後，決定讓她和弟
弟免費繼續升學，同時其哥哥
和姐姐也將重返校園，每月還
可得到補助。
據越西縣宣傳部門透露，目前

已經安排木苦依五木和兩個弟弟
繼續在村裡的學校讀小學，孩子
的學雜費政府會協商學校減免。
徵求哥哥和姐姐的意願後，政府
已安排兩人重返校園。木苦小平
將被安排在普雄鎮上的逸夫小學

讀 六 年
級。大姐
木苦依生
木將被安
排在越西
縣職業技
術學校上
學，這所
學校也是
不收學費
的，且每
月可得300元補助。

■《法制晚報》

「「最悲傷作文最悲傷作文」」作者重返校園作者重返校園

■■聽說男子聽說男子33天未吃飯天未吃飯，，司機汪勇拿出司機汪勇拿出2020元給元給
他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生活在「無媽鄉」，這132個孩
子往往在很小的時候媽媽就離

開了家，再也沒有回來。「媽
媽」，這句世界上最溫暖的稱呼，
在他們的世界裡，成了一種不願碰
觸的禁忌……

「快點長大打工賺錢」
7歲的春花約2歲時，媽媽就離家
出走了。如今，爸爸常年在外面打
工，她跟着奶奶生活。奶奶年事已
高，僅能保證孩子有口飯吃。有鄰
居說，孩子身上的衣服經常十幾天
都不換洗，奶奶說，沒有精力打
理。村裡的水塘是孩子玩耍的危險
地帶，鄰居看到了總會提醒一句，
而奶奶卻顧不上。
春花離開媽媽5年了，她聽說媽媽

有時會回家鄉。可是，她從來沒提過
要去看看媽媽，她的媽媽也從來沒有
來看過她。近兩個小時的交談，春花

說得最長的一句話是她的理想：「快
點長大，出去打工掙錢。」
劉娜的媽媽仍在世，但生劉娜後

得了產後憂鬱症，一年要發作好幾
次。發病的時候，媽媽照顧劉娜變
得非常危險。奶奶回憶說，有一年
寒冬，劉娜被媽媽抱到外面，「把
孩子帶回來時，全身已經凍僵
了。」母親的疾病導致家庭破裂和
她父母的離婚。離婚後，劉娜判由
父親撫養，被帶回老家後，她的爸
爸再次出去打工，劉娜成了留守兒
童。然而兩年來父親與老家失聯，
劉娜成了一名「事實孤兒」。
暑假了，周圍不少孩子都去父母打

工的地方，可是劉娜只能待在家裡。
有時候，她問奶奶：「媽媽什麼時候
回來看我呢？」奶奶只能偷偷地抹眼
淚。問劉娜最大的願望是什麼，這個
天真的孩子說：「媽媽你回來吧，我
會賺錢，我會照顧你。」

一位中年男子在四川成都的巴士上餓到休
克，司機和數位乘客自掏腰包且遞水送麵
包。見此情景，一名外地乘客說：「你們四
川人真好。」

司機送錢乘客遞食物
成都陳女士，近日辦完事上了巴士。當車子
繼續行進時，車廂中部卻開始騷動，「有人暈

倒了！」司機汪勇趕緊停車並去查看，一個男
子倒在地上且對他說：「我3天沒吃飯了。」
陳女士聽到後，馬上告訴其他乘客：「是低

血糖休克了，哪位有吃的啊？」說完，靠門邊
的一個50多歲的女士讓出座位，由兩位男乘客
把男子架過去坐着。旁邊的女乘客掏出一個番
茄遞過去。接着，有人遞過來餅乾、小蛋糕和
瓶裝水。汪勇也摸出20元，遞給男子。這時，
旁邊一個外地乘客說，「你們四川人真好。」
之後，汪勇專心開車。到了金沙車站附

近，路邊有個小賣部，汪勇徵得大家同意
後，靠邊停車，買了10多元的麵包和水，遞
給了男子。他又對乘客們說：「他確實沒錢
了，能幫一點是一點吧。」當即有兩個女孩
子遞了70元過去。
到了終點站，好幾位乘客對他說：「司機

師傅是對的。」「好樣的。」還給他豎起了
大拇指。 ■《華西都市報》

河南西峽縣五里橋鎮大橋村的丁文會用一年時間
造了一架木頭飛機，命名為「飛馬」。翼展8米，
機身長6米，總重116公斤。丁文會說，此木飛機
最高可飛到3,000米，時速最高達300 公里，用97
號或93號汽油，100公里油耗8-10升，「飛起來
不是難事。」 ■文/圖：孫芳芹河南報道

「木飛機」

在湖南省邵陽縣黃荊鄉，僅接受義務教育階段在校學生

中，就有132個孩子處於「失母」狀態——除了母親正常死

亡，其中有116個孩子的母親因為逃婚或改嫁離開了他們。這

些孩子的父親大多於外地打工，遂成為留守兒童，孩子的理

想是「快點長大打工掙錢。」 ■新華社

■■劉娜在紙上寫下自己的心劉娜在紙上寫下自己的心
願願「「媽媽您快回來媽媽您快回來，，我長大我長大
了會照顧您了會照顧您」。」。 新華社新華社

■■黃春花和妹妹在紙上寫黃春花和妹妹在紙上寫
下自己的心願下自己的心願「「我想爸爸我想爸爸
帶我去玩帶我去玩」。」。 新華社新華社

大熊貓妮妮誕雙胞胎姊妹花大熊貓妮妮誕雙胞胎姊妹花
曾是「2008北京奧運會吉祥物」

成員之一的大熊貓「妮妮」近日在成
都大熊貓基地順利誕下一對雌性雙胞
胎，其中姐姐初生體重145.6克，妹
妹初生體重204.1克。目前，母子情
況良好。
據成都大熊貓基地動管部副部長、

大熊貓專家吳孔菊介紹，大熊貓「妮
妮」在今年春季初次發情，7月8日
起「妮妮」開始減食，經過長達30
餘天的減食，於6日早上開始出現煩
躁、走動、尿頻等臨產症狀。7日15
時，「妮妮」破羊水，經過3個多小
時的陣痛，分別於18時10分和18時
31分先後產下2女。 ■中新社

■「妮妮」產下的兩隻小熊
貓。 中新社

■■王洛衛向記者介紹日軍王洛衛向記者介紹日軍
侵華照片侵華照片。。 楊麗倩楊麗倩攝攝

■■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出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出
版的刊物版的刊物。。 楊麗倩楊麗倩 攝攝

■■博物館展廳一角博物館展廳一角。。
楊麗倩楊麗倩攝攝

■■王洛衛向記者展示日軍王洛衛向記者展示日軍
軍大衣軍大衣。。 楊麗倩楊麗倩 攝攝

今年34歲的王洛衛原是一名解放軍。2001年，
他脫了軍裝退伍到地方，但對部隊的熱愛沒有改
變。14年來，懷着對軍營生活的懷念和熱愛，他
先後到香港、深圳、廣州、湖北武漢、山西等地收
集軍品。從各個時期不同的軍裝到肩章、報紙、書
籍等，收藏範圍越來越大，東西也越來越奇特，抗
戰時期的「良民證」、八路軍的「借榖證」等等都
囊括在列。

從事保險 兼職收藏
「我現在主要是做保險工作，每月掙的錢除了養

家外，其他全部都花在這些收藏品上了。」依然穿
着軍裝的王洛衛告訴記者，他不吸煙、不喝酒，只
有收藏軍品這點愛好。由於工作原因，王洛衛出差
機會較多，但不管到什麼地方，他都會去當地舊貨
市場看看，每年用於搜集、購買藏品的錢有四五萬
之多。王洛衛告訴記者，剛開始母親很反對，認為
他掙點錢都買「破爛」了，但看到兒子如此執着，
藏品也逐步完善，慢慢開始理解。
王洛衛的妻子和他原是同事，但起初並不知道他

的愛好，只知道他是部隊退伍回來的，無不良嗜
好，正直老實，情到濃時兩人就結婚了。婚後看到
王洛衛對軍品收藏的偏執甚至讓她有點「吃醋」，
但這種執着又讓她欽佩。也是這份毅力讓王洛衛得
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在他的藏品中有逾百件軍裝都
是老兵免費贈送的，朋友也給他送來七八十個大的
軍用掛框，放置徽章、肩章等。
「收藏軍品不光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愛好，更重要

的是在收藏過程中能了解到很多光榮的軍史，學到
很多知識。」王洛衛說。隨着軍品的不斷豐富，他
決定對這逾萬件藏品有個交代，便在自家院中打造
個軍品博物館供人參觀。

以家為館妻作解說
走進紅山鄉的洛衛軍品博物館大門，一股「紅色

之風」撲面而來。在一間長方形的展廳裡，室內天
花板上齊刷刷地掛着紅軍、八路軍、新四軍的軍
旗，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旗。兩側玻璃展櫃和
牆壁上，則展出了各個時期海軍、陸軍、空軍、武
警部隊、民兵的制服、肩章、袖章。不大的農家院
按時間順序，分別設置了土地革命展廳、抗日戰爭
展廳、解放戰爭展廳、建國初期展廳、抗美援朝展
廳以及新中國建設成就展廳。
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這些藏品，王洛衛從2005年就

開始在家舉辦「個人軍品收藏展」。2007年，他把自
己的家做了「改裝」，將客廳、臥室、走廊等，改建
成了個人軍品展覽館，免費對外開放。「平常我們倆

都會擔任講解員，如果是小學生和幼兒園的孩子過
來，基本就是我講。」王洛衛的妻子說。

駐港部隊 邀其巡展
記者在博物館中看到，王洛衛的藏品幾乎囊括了

各種軍品。他幾乎收齊各個時期海陸空的軍裝，甚
至駐港部隊的軍服也赫然在列，為此他曾經被邀請
到香港駐港部隊巡迴展示。
「2007年6月，我還到駐港部隊辦過一次展覽！

因擔心被人懷疑販賣肩章，相關部門還專門出具了
證明。」王洛衛說，當時僅帶去參展的肩章就裝了
一個背包。回來時，駐港官兵送給他一套駐港軍人
模型、一個陸軍軍裝領花和一套水兵服。
王洛衛稱，儘管他的軍藏品目前還算豐富，「八

五式」、「六五式」、「五五式」和「五零式」等
軍裝、徽章等都在列，但他覺得還不夠，還想把他
的「軍展館」做大做強，想帶着藏品去宣傳國防教
育，讓更多的人了解軍隊歷史，盡一個退伍老兵的
微薄之力。

為了讓大家記住抗戰歷史，王洛衛在博物館中還特設
了侵華罪證廳，展出了當年日軍使用的刺刀、軍大衣、
鋼盔、航空炸彈，還展出了日軍用過的水壺、醬油桶、
酒瓶和奴役中國百姓的「良民證」。「這個木桶是當時
日本人用來裝辣椒水灌中國人的，我是從當時被日軍抓
去做苦力的一位老人手中拿到的。」王洛衛說。

抗戰報刊 還原史實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件佈滿彈孔的軍大衣。據王洛

衛介紹，軍大衣是他花了400元從河南林州市一收藏者
手中買的，衣服上留有大大小小的彈孔，上面的血跡依
然清晰可見。他第一次見到這件大衣，就看到了印在大
衣內側「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的字樣，但拿不準這
是不是日軍當年標準的軍大衣。後經多方核實，最終確
認了它的「身份」。
王洛衛還拿出了抗戰時期的《東亞新報》、《新華日

報》，上面的「日軍連日轟炸隴海鐵路」等報道，真實
記載了那段歷史。「這張照片正是日軍屠殺中國人時候
拍攝的，但上面卻印着不認可的字樣，是日本人否認罪
行的證據。」王洛衛指着一張日軍提着中國人頭顱的黑
白照片告訴記者，這就是日軍侵華的鐵證。

14載收逾萬藏品 涵八路軍借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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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的愛好源於對軍隊的感情，幾乎每一件藏品，我都能說出它的故事。」河南洛陽市西工區

紅山鄉80後「兵癡」王洛衛，從2001年退伍至今14年來，跑遍全國各地收集軍品，只要讓他看到

跟「軍」字有關的東西都會買回家。父母曾說他是「敗家子」，村裡人說他「不務正業」，但當各

個時期解放軍海軍、陸軍、空軍、武警部隊、民兵的制服、肩章、袖章等逾萬件藏品映入眼簾時，

所有人為之一歎。為了將這些軍品更好地展示給他人，他將自家院子改造成「洛陽洛衛軍品博物

館」，供人們免費參觀。 ■記者 金月展，實習記者 楊麗倩 洛陽報道

兵兵癡癡
自建軍品博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