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記者
A23 ■責任編輯：譚月兒 ■版面設計：袁耀誠 2015年8月26日（星期三）中國新聞兩地融通/神州大地

星期一、三、五刊出

港澳生赴黑龍江
參觀中國最北派出所 見識「北極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廚師分三種，工匠型，管理型，文
化型，而文化型是廚師追求的最高境
界。」上海世茂皇家艾美酒店中餐行政總
廚張志鋒是土生土長的香港廚師，浸淫內
地廚界10多年，字正腔圓的普通話中略
帶些粵語發音，平易近人的笑容，一副儒
廚雅士的做派自然呈現。
張志鋒說，自己14歲時便在香港粵菜

館內工作，從最基本工作做起，5分努力
加5分天賦，漸漸成為一名可以獨當一面
的掌勺大廚。但他深知飲食本身就是一種
文化的體現，且這樣的文化會由廚師本身
的豐富經驗和人生閱歷所造就，單純在香
港的發展，已不能滿足他追求更精進的廚
藝，因此他踏上菜系領域更廣闊的內地。
談起內地菜系，張志鋒現在已是個「內

地通」，從自身最熟悉的粵菜，到魯、
川、蘇、閩、浙、徽、湘菜，無論在選
料、切配、烹飪等技藝方面，或是風味、
特色上，他都能如數家珍、旁徵博引。

滬本幫菜「大隱隱於市」
在香港很難找到地道風味的上海餐

廳，張志鋒是來到上海之後，才慢慢學會
濃油赤醬的上海菜。他坦言上海菜具有中
國烹飪中無比神秘、難以複製的特點，尤
其是那些來自民間媽媽們的自創燒法。因

為堅信上海本幫菜是「大隱隱於市」，張志鋒常去市
井飲食中去不斷發掘尋寶。
張志鋒說，閒暇時他總愛逛上海弄堂，弄堂是上海
人最熟悉的居住環境，上海本幫菜最初就是從老弄堂
裡走出來的家常小菜，要吃到最純粹的上海味道，還
是得到弄堂裡去找。有時走進一家小店，品嚐到用料
平凡無奇，味道卻精緻無比的菜式時，那種驚喜感可
以轉化為他自己在菜餚創作上的靈感。

在滬推薦港式餐飲文化
如今張志鋒在上海已經度過8年，自2006年起，在

上海世茂皇家艾美酒店預開業時，張志鋒便正式成為
該酒店艾美軒中餐廳的行政總廚。張志鋒說，從酒店
熱賣菜品不難發現，最能代表香港本地餐飲文化的飯
粥麵粉湯，已經成為上海食客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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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曹思遠 黑龍江報道）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港澳節目中心舉辦的第
十一屆港澳聽眾聯誼會暨港澳媒體採訪活動，已於上周連續五天在黑龍江哈爾濱及漠河縣展
開。此次活動圍繞「今天我要當記者」主題，邀請20餘位港澳大學生參訪哈爾濱經濟開發
區，東北虎林園，漠河的「北極」邊防派出所、哨所，大興安嶺「五．六」火災紀念館等
地，體驗記者採訪及新媒體發佈消息的工作和生活，從而感受當中的苦與樂。

在參觀中國最北邊的北極邊防派出所行程中，邊防
派出所教導員牛書磊介紹邊境保護的重要性時

說，邊境保護壓力很大，173千米的邊境線，因為地理
環境特殊，只能每天靠徒步完成監督保護工作。因為
肩負「穿軍裝的警察」這種特殊身份，在夏季零上40
度、冬季零下50多度的溫度跨越下，每一位警察都堅
守着「北極精神」。牛書磊還說，希望港澳學生也能
像他們一樣，把「北極精神」牢記在心裡，傳遞到每
一位港澳同胞身上。

高科技指揮室 學生印象深
香港城市大學的游康政談到這一段訪問經歷時說：
「指揮室的高科技和現代化，讓我印象最深。因為這
不僅有利於保障當地人和旅客的人身安全，還有我們
國家的邊境線安全，我覺得這些守護邊境的警察很讓
人尊敬。」

他還表示，無論未來做不做記者，他覺得港澳學生
都應該多去內地了解在香港不能直接看到的情況。而
哈爾濱也讓游康政留下了深刻印象：「哈爾濱和香港
有一個很相似的地方，就是兩個城市都有很多外國
人，而哈爾濱人和外國人也能很融洽地相處，這是我
以前沒想到的。」

內地發展快 港生信心增
香港珠海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三年級學生陳約臨

說，除了詳細學習廣播製作技巧外，她覺得這次活動
非常值得參加，不僅讓她了解到哈爾濱的風土人情，
也增加了未來從事媒體工作的信念。
她還說：「以前對內地沒有很深的看法，但這次參

觀後，覺得內地科技發展得好快。反觀香港，因為地
方太小，所以限制了發展，只能多做研究，但內地除
了做研究，還可以直接投入生產，讓我對內地有了很

大的信心。」
據記者了解，去年央廣就提出關於該活動的初步構想。

央廣副總編輯杜嗣琨說：「從事新聞行業，更主要的是實
踐。這次我們邀請20多位來自香港和澳門的學生，他們一
定會通過這個活動，對記者的工作能夠從理性認識上升到
感性認識，這就是我們想要達到的目的。」
央廣對港澳節目中心主任韓長江也表示，辦這次活

動主要是想讓港澳學生與華夏之聲港澳之聲建立聯
繫，通過活動了解內地的真實情況。他還說：「我們
的主觀意願，是想讓學生通過活動，體驗記者身份的
責任和職責。所以我們會繼續邀請港澳學生來台裡實
習，增加互動與專業知識上的互補。」

■張志鋒閒
時最愛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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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學生及邊防警察港澳學生及邊防警察
在北極邊防派出所門前在北極邊防派出所門前
合影合影。。 記者曹思遠記者曹思遠 攝攝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港
澳節目中心主任韓長江澳節目中心主任韓長江。。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副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副總
編輯杜嗣琨編輯杜嗣琨。。

■■香港城市大學的游康香港城市大學的游康
政同學政同學。。

■■港澳學生採訪邊防派出所港澳學生採訪邊防派出所
教導員牛書磊教導員牛書磊，，見證見證「「北極北極
精神精神」。」。 記者曹思遠記者曹思遠 攝攝

■■珠海學院新聞與傳播學珠海學院新聞與傳播學
院陳約臨同學院陳約臨同學。。

體體驗驗

河南省洛陽市伊濱區63歲的
何治樂，為了給患有尿毒症的妻
子治病，莊稼漢出身的他自學護
理透析，並一直堅持8年，為了
節省醫藥費，他在自己身上練習
後，在家幫妻子扎針換藥。8年
來，他用愛喚起妻子生活的信
心，用堅強撐起家庭。
由於尿毒症造成腎功能完全喪

失，妻子全靠透析排尿，何治樂
必須在每個定點不間斷給其透
析。「每一次透析先準備東西，
透析一次需要90分鐘，另外還
要全身按摩，讓堆積在胸口那些
地方的藥液往下趕。」何治樂算
了一下，他一天花在透析上的時

間要近8個小時。何治樂8年共
用掉了1,500箱透析液，承受着
外人難以想像的艱辛和壓力，但
他毫無怨言地說：「我只是盡丈
夫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月展、

通訊員 張志軍 洛陽報道

飛來橫禍不幸砸癱 經營網售改變命運
退伍軍人輪椅上創富助人退伍軍人輪椅上創富助人

「微笑的哥」拍千客笑臉傳正能量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張奎善精心編製的巨型
草編工藝品「九龍壁」昨日亮相山東省墾利縣，欲申
請最大草編「九龍壁」健力士世界紀錄。該作品以秸
秆、蘆葦等為原材料，採用傳統「火燠」烤製工藝，
手工編製而成。圖為展出的草編工藝品「九龍壁」。

■中新社

村翁自學透析村翁自學透析 88載護病妻載護病妻

巨型「九龍壁」申健力士

記者日前從內蒙古文化廳獲
悉，在內蒙古多倫縣蔡木山鄉鐵
公泡子村五組小王麗溝古墓進行
搶救性發掘，發現遼代貴妃墓
葬。從墓室中央清理出的墓盒，
其表面有陰刻篆體「故貴妃蕭氏

玄堂志銘」9個字，考古人員初
步判斷該墓葬為遼代貴妃墓葬，
距今約有1,000年歷史。
據悉，蕭姓貴族在遼代是顯赫
的皇權貴族，而多倫縣小王麗溝
古墓墓葬形制與陳國公主駙馬合
葬墓等遼代墓葬墓室形態、
墓門彩繪、出土文物等有很
多相似之處。專家認為，該
墓葬主人身份地位不低，隨
葬品數量只有等待考古發掘
清理完成才能知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白明珠 內蒙古報道

千年遼代貴妃墓葬出土千年遼代貴妃墓葬出土

2010年，眼見跳樓者家人無力賠償，陳西達也耗盡家中積蓄，無錢醫治，惟有
無奈選擇出院。自此，陳西達落下終身殘疾。
陳西達出院後，沒有固定收入，後續治療以及
房租、水電等需要一大筆開支。他整天躺在床
上，飽受孤獨、痛苦和迷茫的煎熬。
陳西達從僅有的生活費中擠出一部分安裝了寬
帶，並嘗試通過寫網文賺錢，但因屬無名之流而
告終。接下來，陳西達嘗試在網上銷售二手手
機、電腦，居然在一個星期賺了1,700多元。嘗
到甜頭的陳西達不斷拓展業務，先後經營起土特

產專銷、租房轉租、炒郵炒股……目前，平均月
收入3,500元左右，最多一個月收入達8,000元。

動員成立殘疾人「群基金」
「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曾得到無數好心人的幫

助。」陳西達說，不少網友紛紛登門幫助煮飯、
洗碗、打掃衛生……如今，他要回報社會，幫助
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今年6月，陳西達建起了瀘州關愛殘疾人QQ

群和微信群，簽名「幫助別人快樂自己」。目
前已有數百殘疾人和愛心人士加入，並成立了

「群基金」，動員社會各界為殘疾人提供幫助。
短短數月，「群基金」先後為燒傷女孩募捐醫

療費2,000多元，為「袖珍人」卡西和徐金華找
到工作，還在積極爭取殘疾人電商培訓項目……
同時，陳西達
還主動融入社
會，向青少年
分 享 勵 志 故
事，鼓勵殘疾
人揚起生活的
風帆。

44歲的廖作洗來自江西，是海峽的士司
機，開的士已有12年。你只要一坐他車，他
就會與你分享幸福，傳遞樂觀、積極的生活
態度，他甚至還會為你唱一首歌，就算心情
不好的你也會被感染。下車時，他們就一起
拍照，用笑臉記錄幸福。4個多月的時間
裡，廖師傅已經和上千名乘客拍了笑臉照。
在短短的一段搭載行程中，的哥用這個特

別的方式與乘客「打成一片」，就算是外國
友人，語言不通，依然可以和他建立感情。

微笑是沒國界語言
廖師傅忽發與顧客合拍笑臉的想法，是緣
於今年4月份。當時他拉了一位外國友人，
這個外國人會說中文，很有禮貌，一拉開車
門就馬上說「你好！」，廖師傅也連忙說：
「哈嘍！」一個禮貌的問候拉近彼此的距
離，隨後，廖師傅跟他聊了很多，彼此非常
開心，下車時，他們合了一張影，就是這一
過程給了廖師傅啟迪。「作為的士司機，我
們會接到很多遊客，一個微笑給人傳遞快
樂，那我為什麼不這樣做呢！」廖師傅說，
微笑是沒有國界的語言，微笑是可以傳遞正
能量的通行證。
和每個乘客拍完照後，廖師傅也把照片整
理出來，不定期放在微信朋友圈，和朋友分
享這些快樂。 ■台海網

今年43歲的四川瀘州退伍軍人陳西達日前斜躺在床上，左手抱着鍵盤，

右手敲擊按鍵，正在忙碌通過網絡銷售土特產。數年前，陳西達遭遇飛來橫

禍，被一名吸毒青年跳樓砸中，跳樓者當場身亡；陳西達被確診為70%脊

髓斷裂、腰椎斷裂以及盆骨粉碎性骨折，導致終身癱瘓。然而，「屈服於生

活的絕境，生活必將黯然失色」。陳西達決心從「養活自己」做起走出困

境。一個偶然機會他結識了互聯網，從而得以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通訊員 劉傳福 瀘州報道

昨日是農曆七月
十二，是湖北恩施
州土家族的「女兒
會」，即相親會。
這一天，土家族年
輕姑娘們會佩戴上
自己最好的金銀首
飾，通過對歌的形
式尋找意中人。
臨近中午，恩施

州城風雨橋旁，已
聚有近千身着民族服飾的青年男女，他們或三五一群，或獨自
依亭而立。在城內風雨橋畔相親信息發佈區裡，密密的信息發
佈數百米，信息發佈者中還有北京、上海、武漢、台灣、香港
等地青年。25歲土家族姑娘崔青青與土家族青年宋愛伍，與另
外18對從內地各地「應徵」而來的準新人們，在表現土家族忠
貞愛情的大峽谷群峰一炷香前，舉行了土家族訂婚儀式，互換
愛情信物，共掛同心鎖。
湖北恩施土家族「女兒會」起源於明朝末年，400多年來土家

族人就是在這種「愛情神話」中代代傳承。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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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西達和他的愛心團隊。

記者劉傳福攝

■■陳西達躺在陳西達躺在
床上進行網絡床上進行網絡
交易交易。。
記者劉傳福記者劉傳福攝攝

■■客人付完賬客人付完賬，「，「的哥的哥」」廖作廖作
洗會拉着他們拍個笑臉照洗會拉着他們拍個笑臉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土家族「女兒會」上，青年男女跳起民
族舞蹈。 網上圖片

■何治樂在熱天燒火盆給妻子
保暖。 本報河南傳真

■■古墓挖掘現場古墓挖掘現場。。
本報內蒙古傳真本報內蒙古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