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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震廢墟中重生川震廢墟中重生
無腿少年變無腿少年變「「蛙王蛙王」」

歸國熊貓「華美」之孫穗亮相

江西省婺源縣篁嶺古村村民用稻穀等農作物，以紅
辣椒拼成「70」造型、金色穀粒拼成萬里長城，紅豆
和穀粒拼出鴿子，拼成一幅巨型的中國抗戰暨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標識圖案。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牛琰江西報道

紀念抗戰勝利

第29屆山東青島大澤山葡萄節昨日在平度大澤山鎮盛大
開幕。據悉，本次葡萄節彙集大澤山區名優葡萄品種200
餘種，葡萄節將舉行名優葡萄評選、傳統手工藝製作展

覽、「醉美大澤」文學藝術
作品展覽和作品拍賣。整個
活動將持續到10月31日。
據悉，大澤山鎮葡萄曾在

全國農博會獲金獎，且曾於
世博會上奪金牌。大澤山多
個葡萄觀光園，現在已成為
國內重點旅遊區，也是中國
葡萄科研的「硅谷」和全國
鎮級葡萄生產規模最大、品
種最多、質量最優、效益最
好的專業鎮。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宇軒 山東報道

逾逾200200名種亮相魯葡萄節名種亮相魯葡萄節

記者近日在福建龍岩武平收藏家洪榮昌家裡看到他收藏
的一張1933年5月1日印發的募捐3萬元援助東北義勇軍的
宣傳畫。據悉，此畫為目前發現的最早抗日宣傳畫。
這張宣傳畫寬442毫米、長617毫

米，標題寫有「援助英勇抗日的東
北義勇軍及白區被難的革命戰
士」，下書「募捐3萬元」。畫中
間是日寇屠殺東北市民的形
象，左右兩邊是工農紅軍和東
北義勇軍相向共同對日軍發
起進攻的圖形。 洪榮昌介
紹，這是目前發現最早最大型
的抗日宣傳畫，以往在展覽館所
見的更多是從1937年開始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麗寬 龍岩報道

閩現閩現19331933年抗日宣傳畫年抗日宣傳畫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發生時，代國宏是北川中學的一名學生，被埋廢墟40多個
小時後獲救。然而他卻永遠失去了雙腿。「那段時間
我感覺很迷茫，經常把自己關在病房裡，不想理會任何
人。」但2009年2月，四川省殘聯前往地震傷員康復中
心選拔運動員，代國宏的人生出現了轉折。

「以為自己還有腿」
「原來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當時聽
醫生說游泳對身體有好處，就去試一
試。」2009年6月，代國宏被選拔進入四
川省殘疾人游泳隊。2010年全國殘疾人游
泳錦標賽中，代國宏以1分50多秒的成績
榮獲男子100米蛙泳冠軍，從此成為人們熟
知的「無腿蛙王」。而地震前，四肢健全

的代國宏完全不會游泳。
「開始時很艱難，總以為自己還有腿，無法保持

身體平衡，教練就抱住我的下半身，慢慢托着我划
水，漸漸放手，這樣一點一點學會游泳。」代國宏
笑着躍入水中。

據四川省殘疾人游泳隊熊非教練介紹，蛙泳因為
需要多次換氣，是游泳項目中比較難的，且技術動
作要求嚴格，代國宏取得現在的成果十分不易。
「這次殘運會，代國宏參加了蛙泳、游泳接力等比
賽項目，在集訓期間也系統地作了技術調整，狀態

不錯，有望奪冠。」

「我想一直游下去」
「除了對身體有好處，在水裡感覺自由自

在，不需要借助義肢、輪椅的輔助，完全是
靠自己個人的力量在游泳。我想我會一直游
下去，哪怕不是去比賽。」被問及未來，他
坦言想去台灣嘗試體驗式課堂，還希望做
「生命價值」的傳播者，用自己的微笑和行
動傳遞正能量。

廣東省廣州長隆野生動物園昨日再傳佳訊，歸
國大熊貓「華美」晉升為外祖母。「華美」的女
兒「婷婷」上月初在穗平安產下幼崽「小五」，

此幼崽的誕生標誌
着廣州長隆已經連
續3年成功繁殖5隻
大熊貓幼崽。而昨
日是幼崽的首次亮
相。
閃光燈下的幼崽

「小五」身形只有
成年人的手掌大
小，首次露面便萌
翻全場。「小五」
在專家團隊的細心
呵護下完成了全面

的體檢。更讓遊客驚喜不已的是，專家團隊為
「小五」輔助排便時，牠突然展現出了類似憨笑
的表情——「嘴角上揚」，其舌頭吐出並從兩側
向中間捲起，右臂呈招收狀態，此舉讓現場的遊
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粵育」熊貓增迄今達14隻
值得關注的是，此次出生的熊貓幼崽是名副其

實的「名門之後」，其媽媽「婷婷」不僅是海歸
大熊貓「華美」與重慶籍大熊貓「靈靈」的女
兒 ，更因為「婷婷」是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後
移居廣州長隆的震災區大熊貓之一。自兩年前
起，首隻在華南誕生的大熊貓在廣州長隆健康成
長，「粵育」的熊貓家族成員日益擴大，至此廣
州長隆已有大熊貓14隻，備受外界矚目和關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

四川汶川大地震前，代國宏是北川中學的一名學生，地震奪去他的雙腿，卻成就

了一個嶄新的夢想。如今，他從一個四肢健全時不懂游泳的人，變為全國殘疾人游泳

錦標賽蛙泳冠軍，正積極備戰9月12日在成都開幕的2015全國殘疾人運動會，代國

宏成為名副其實的無腿「蛙王」。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盼，實習記者宗露寧、劉亮荀成都報道

■■熊貓幼崽熊貓幼崽「「小五小五」」首次首次
對外曝光對外曝光。。 胡若璋胡若璋攝攝

■洪榮昌展
示宣傳畫。

盧麗寬攝

■在水中如獲重生的代國宏。
本報四川傳真

■■名優葡萄評選活動正名優葡萄評選活動正
在進行在進行。。本報山東傳真本報山東傳真

■■準備跳水的代國宏準備跳水的代國宏。。
劉亮荀劉亮荀攝攝

■■代國宏躍入水中的一刻代國宏躍入水中的一刻。。
本報四川傳真本報四川傳真

最近，江蘇省「南京公安」微信公眾號推出同名查詢等便
民服務，這一消息經微信傳播後爆紅，不少人在微信朋友圈
晒「全南京有幾個人和自己同名」的查詢結果。
在公眾號中，警方提供同名查詢、同音字查詢兩項服務。
在同名查詢中只要輸入要查詢的姓名，等待幾秒鐘就會彈出
查詢結果，就是「南京常住人口中XX(姓名)共有『X』人同
名。」內容非常簡單，並沒有同名人員的任何相關信息。據
悉，同名查詢模塊的後台是和南京警方常住人口信息數據庫
相連，確保市民可以實時查詢到最新數據。

■《央廣新聞》

蘇推同名查詢微信圈爆紅蘇推同名查詢微信圈爆紅

■雞仔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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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
老
餅
家
堅
持
以
人
手
包
餅
的
傳
統
，
注
重
香
、
滑
、
醇
，
加
上
鬆
軟

的
餅
皮
，
入
口
溶
化
。
老
東
家
謝
禎
原
表
示
，
月
餅
的
價
值
在
於
真

味
，
為
了
堅
守
這
份
味
道
，
一
定
要
用
心
用
手
去
做
餅
，
這
才
是
本
分
。
做

好
一
個
月
餅
，
搓
、
拍
、
壓
、
捏
等
包
餅
、
甚
至
焗
餅
工
序
都
由
人
手
研

製
。
謝
禎
原
指
，
﹁
月
餅
皮
要
好
嫩
，
但
機
不
斷
攪
拌
，
會
將
麵
粉
筋
都
弄

斷
，
並
把
粉
內
的
油
逼
走
，
餅
最
後
會
變
得
好
硬﹂
。
他
透
露
只
要
改
變
少

少
成
分
就
可
以
用
機
代
替
人
手
了
，
大
大
提
高
效
率
，
但
是
味
道
已
經
不
同

了
。
因
為
這
份﹁
餅
味﹂
，
老
東
家
表
示
會
堅
持
手
工
包
餅
，
直
至
機
器
能

改
良
到
可
以
適
應
這
麼
嬌
嫩
的
月
餅
皮
。

從
選
料
、
工
序
到
銷
售
，
大
同
老
餅
家
都
在
這
個
嘗
新
的
年
代
做
到
一
絲

不
苟
。
由
於
月
餅
材
料
準
備
需
時
，
因
此
月
餅
材
料
亦
要
在
上
一
季
就
預
備

好
了
。
其
中
優
質
的
材
料
全
靠
七
十
餘
年
的
老
字
號
信
譽
和
一
班
合
作
幾
十

年
的
長
期
供
應
商
，
才
得
以
貨
源
充
足
。
老
東
家
笑
指
，
做
月
餅
像
商
譽
一

樣
，
樣
樣
要
靚
，
從
頭
到
尾
做
到
最
好
，
才
有
品
質
保
證
，
有
靚
月
餅
吃
。

這
份
超
過
七
十
年
的
堅
持
真
是
非
常
不
容
易
。
大
同
除
了
早
已
絕
跡
市
面
的

草
菇
燒
雞
月
及
椰
蓉
月
等
，
還
花
了
不
少
心
思
，
以
傳
統
月
餅
為
基
礎
、
研

製
出
多
款
新
口
味
，
如﹁
南
棗
合
桃
月﹂
、﹁
正
宗
榴
槤
月﹂
，
以
及
加
入

了
蠔
豉
的﹁
豪
門
夜
宴
月﹂
等
。
無
論
是
傳
統
月
餅
，
還
是
新
式
月
餅
，
大

同
都
關
注
顧
客
對
味
道
的
反
饋
，
精
益
求
精
。
原
來
，
大
同
特
有
的﹁
拾
黃

蓮
蓉
月﹂
是
聽
取
了
老
顧
客
的
設
想
而
研
製
出
來
的
，
真
可
謂
以
客
為
尊
，

現
在﹁
拾
黃
蓮
蓉
月﹂
更
成
了
城
中
名
人
的
心
頭
好
。

口
碑
世
代
相
傳
品
味
老
店
人
情

大
同
老
餅
家
其
中
最
暢
銷
的
蓮
蓉
月
餅
，
外
觀
挺
身
、
夠
光
澤
，
餅
皮
鬆

化
軟
滑
，
厚
薄
恰
到
好
處
，
與
香
軟
幼
滑
的
蓮
蓉
融
為
一
體
，
入
口
即
化
，

再
加
上
蛋
黃
一
圈
圈
起
沙
、
漏
油
，
充
滿
蛋
香
，
難
怪
成
為
大
同
老
餅
家
的

招
牌
月
餅
。
而
深
受
老
顧
客
追
捧
的
大
同
老
餅
家
另
一
王
牌
伍
仁
金
腿
月

餅
，
餡
料
結
實
有
嚼
口
，
伍
仁
和
金
腿
的
分
佈
平
均
，
而
且
更
有
原
粒
杏
仁

藏
於
餡
料
中
，
令
口
感
非
常
甘
香
豐
富
腴
。
伍
仁
金
腿
月
餅
，
是
一
款
需
要

細
緻
品
味
的
傳
統
月
餅
，
老
一
輩
品
的
是
情
意
結
；
中
年
人
嚐
的
是
豐
富
口

感
；
年
輕
人
試
的
是
健
康
。
老
東
家
介
紹
說
：﹁
其
實
伍
仁
月
餅
最
健
康
，

因
為
它
包
含
瓜
子
、
合
桃
、
杏
仁
、
芝
麻
和
欖
仁
等
食
材
，
口
感
十
足
；
伍

仁
配
金
腿
味
道
豐
腴
、
香
醇
，
咬
下
去
又
滲
出
淡
淡
玫
瑰
露
酒
香
，
不
肥
不

膩
，
有
嚼
口
之
餘
，
口
感
又
豐
富
。﹂

除
了
堅
持
傳
統
口
味
，
在
月
餅
的
包
裝
方
面
，
老
東
家
亦
堅
持
沿
用
紅
色
牡

丹
花
標
誌
。
他
表
示
，
在
不
影
響
月
餅
質
素
的
前
提
下
，
寧
願
將
心
思
和
精
力

花
在
做
餅
上
，
這
才
是
做
餅
的
本
分
。
在
為
街
坊
熟
客
遞
出
一
盒
月
餅
的
同

時
，
也
傳
遞
出
一
份
濃
濃
的
人
情
味
。
最
讓
老
東
家
高
興
的
就
是
看
着
一
家
大

小
幾
代
同
堂
，
齊
齊
來
買
餅
了
。
同
樣
的
，
大
同
老
餅
家
本
身
也
是
充
滿
人
情

味
的
老
店
，
每
逢
過
節
，
都
提
早
讓
員
工
回
家
準
備
一
頓
團
圓
飯
。
所
以
，
過

節
期
間
，
想
一
試
大
同
老
餅
家
的﹁
餅
味﹂
，
記
得
要
趁
早
了
。

中
秋
月
圓
夜
，
闔
家
老
少
嚐
着
月
餅
賞
明
月
，

是
很
多
人
一
直
不
變
的
中
秋
回
憶
。
無
論
歲
月
怎

樣
地
流
轉
，
傳
統
月
餅
都
世
代
傳
承
，
就
像
每
當

中
秋
前
夕
走
過
元
朗
，
抬
頭
總
會
看
到
幾
層
樓
高

的
花
牌
，
就
知
道
又
是
一
年
中
秋
月
了
。
扎
根
元

朗
超
過
半
世
紀
的
老
字
號

︱
大
同
餅
家
，
與
時
並

進
，
將
傳
統
、
堅
持
與
信
念
保
留
至
今
，
餅
家
第

二
代
及
第
三
代
掌
舵
人
謝
禎
原
及
兒
子
謝
興
之
堅

持
食
物
真
味
，
堅
持
沿
用
傳
統
方
式
及
優
質
食
材

精
製
月
餅
和
各
式
傳
統
餅
點
，
讓﹁
餅
味﹂
與

﹁
人
情
味﹂
代
代
傳
承
。

面對變遷，不少傳統老店制定了一系列貼近市場的全新策
略，如推出新產品、定價貼近市場水平、運用創新方式進行推
廣、增加寄賣及銷售點等，達至不失傳統之餘亦為客人帶來新
鮮感，藉此增加客源，鞏固市場地位。老東家謝禎原父子在堅
持傳統的同時與時並進，因應現代人口味去改良傳統老餅。預
期新廠房建成後，會大力開發懷舊硬口餅點，如椰撻、曲奇、
棋子餅之類，相信對廣大食客來說，是一大佳音，又可重溫記
憶的「餅味」了。

堅
持
傳
統
真
味

大
同
老
餅
家

■

大
同
老
餅
家
總
店
門
面

■老婆餅
■大同老餅家第二代及第三代
掌舵人謝禎原及兒子謝興之

■四黃蓮蓉月

傳 統 老 店 新 思 維

■店內琳琅滿目的「老餅」，
多年來贏盡老顧客的歡心。

■大同老餅家元朗總店還保持
着前店後工場的傳統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