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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中國（東莞）第一屆龜鱉博覽
會將於本月16日至18日在廣東東莞
厚街鎮會展中心舉辦。屆時價值數十
萬的金錢龜，年近60歲的黃緣盒龜等
數百種珍稀龜鱉將亮相。
龜鱉寵物近年來在本港和珠三角越

來越風靡，此次展會龜鱉迷將能一飽
眼福。記者從主辦方獲悉，展會將設
立實物展區和文化展區兩部分，實物
展區共設標準展位468個，屆時金錢

龜、安南龜、黑頸烏龜、火焰龜、中
華鱉等數百種水陸性龜鱉將在展會展
出。文化展區則展示包括龜鱉的故事
傳說等，並設有關於龜鱉文化的遊戲
和龜湯品嚐環節。
珠三角龜鱉市場份額龐大，東莞的

龜鱉養殖產值達70億元人民幣，佔內
地份額的1/5。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花 東莞報道

化知識為金化知識為金

「先頭部隊」臨滇池 昆明迎30年最早「海鷗年」

居住在浙江寧波市江東戎家社區的8位剪紙愛好者日前共同創作
完成了一幅「56個民族大團結」巨幅剪紙作品，並在小區公園裡向
居民展示。該作品耗時一個月左右，人物形象生動、民族特色鮮
明，集中展示了中國56個民族的風采。 ■《寧波日報》

數百種龜鱉東莞數百種龜鱉東莞「「大晒冷大晒冷」」

剪出民族團結

1978年，讀初中的梁際澤迷上了當代數學家陳景潤，因對數學產生濃烈興趣，
影響了他對其他功課的學習。1983年，他高考失
利，但這並沒有讓梁際澤放棄自己的數學理想，
他借來了大學數學教材，一邊抄錄一邊自學。帶
着做好的4本筆記和對數學的憧憬，梁際澤前赴北
京，想見偶像陳景潤一面。「你瘋了吧？」陳景

潤沒有見到，卻遭受一位司機的白眼。
北上之行不如人意，梁際澤對數學的興趣開始

轉移。33年裡，他涉獵了包括哲學在內的各個學
科，最終鎖定了物理學，「只有物理才能解決世
界上存在的各種難題」。
33年來，老梁讀書收穫的直接體現，是滿滿噹

噹的15本筆記。由於經濟原因，他讀的書大部分
是借來的，要限時歸還，所以筆記必不可少。

物理學用於搬運效率高
對科學的癡迷，老梁經常將物理學知識應用到

工作上，而且嚐到甜頭。在工地，老梁負責搬
磚，他說，每次搬多少塊、搬一次花多少時間、
怎樣搬效率最高，自己都要計算。「經過計算，
人和車最適合的負荷是一次搬40塊，多了，效率
反而會降低。」老梁說，這些石膏板每塊40斤，
1,600斤是人和車子的極限。

其他工作小組不注意這些細節，剛開始一個小
時能運6次、7次，到後來1小時搬1次都很難。
因此，他所在的工作小組效率較其他為高，每人
每月工資也多約2,000元人民幣。
在工地宿舍，只有老梁的床頭，有個小小的書

架，擺着《費恩曼物理學講義》、《構建夸
克——粒子物理學的社會學史》等書。老梁說，
這些書每本自己都看了不下10遍。

雲南昆明昨日陽光和煦，滇池
水域迎來了觀看海鷗「先頭部
隊」的人群。昆明鳥類協會表
示，在環境改善等因素影響
下，雲南昆明迎來了30年
最早的「海鷗年」。同
時，到昆明過冬的紅嘴
鷗越來越多，有關部
門預測，去年有
39,500 多隻，今
年 有 望 突 破
40,000隻。
昆明鳥類協會

副 秘 書 長 楊 明
說，前日鳥類協

會觀察員經過觀察，在滇池水域發現了150多隻
新到紅嘴鷗的蹤跡，其中有8隻紅嘴鷗幼鳥，說
明紅嘴鷗的「先頭部隊」已經從西伯利亞飛抵春

城過冬。

每年從西伯利亞飛抵過冬
1985年，幾千隻紅嘴鷗在冬天「偶遇」春城昆
明，開啟牠們與昆明市民的「緣分」。隨後的歲
月裡，西伯利亞「小精靈」每年均會光顧昆明，
成為這座城市冬季最美的風景。昆明亦將之視為
寶貝加以保護，政府每年都撥款免費發放鷗糧，
舉辦海鷗文化節，民眾中走出了一批在當地耳熟
能詳的海鷗「爺爺」、「奶奶」。
紅嘴鷗飛抵昆明的消息昨日佔據着當地主要媒

體平台，並在朋友圈引起熱議。「老朋友來了，
又可以跟牠們聚舊了。」許多市民在朋友圈刷屏
稱，期待着與紅嘴鷗大部隊再次「見面」。
「30年來，紅嘴鷗飛抵昆明的時間越來越

早。」楊明介紹，紅嘴鷗近5年來抵達昆明的時
間在10月13至20日之間。今年與1985年的11
月23日相比，提前了一個半月。這主要是紅嘴鷗

棲息地氣溫過低，紅嘴鷗多次往返已經輕車熟
路，以及昆明氣溫適合、滇池環境變好和市民愛
護等因素有關。目前，每年均有少部分老、弱、
病、殘紅嘴鷗留在滇池外海。 ■中新社

看千年中國歷史文化的最佳選擇地，陝西一直擁有
「天然的歷史博物館」美譽。據陝西省文物局初步統
計，陝西目前共有240多座博物館，陝西人均15萬人
有一座博物館，內地平均是50萬人一座。
陝西省文物局局長趙榮說，一座城市的歷史就是一

個民族的歷史。西安作為世界聞名的古都，見證着中
華民族的文明史。從藍田猿人的篝火，到周原上華夏
文明的崛起，以及延安革命聖地的紅色文化等，中華文明
前進的腳步在這裡留下深深的印跡。

大西安被視為精神家園
趙榮說，陝西長期作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而存在，陝西歷史文化發展軌跡就是中華文明的發展
軌跡。最重要的是唐王朝延續近三百年，融合了包括
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在內的多種文化，以唐文化為代
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了整個東方乃至世界。以華夏
文明歷史文化基地為依託的大西安，可以稱得上是中
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
據統計，陝西省目前除陝西歷史博物館、秦兵馬

俑等著名博物館外，已經建好開放了大明宮、未央
宮等一批著名遺址或遺址公園，廣大田野中分佈着4
萬多不可移動文物，其中省級文保單位811個，國家
級文保單位235個，都可供遊人參觀。尤其是一些漢
唐帝王陵、水利工程等，更可讓人體會各個時期不
同的歷史文化。 ■新華社

野生大熊貓「打架」、深更半夜漫步叢林、拖走死
牛吃腐肉、啃吃紅外線相機……被稱為「野生大熊貓
之家」的甘肅省白水江國家級自然保護區，2014年以
來陸續利用在密林中安裝的200多台紅外線攝像機，
記錄到野生大熊貓大量罕為人知的真實生活場景。
白水江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裡生活着110隻野生大熊

貓，野生大熊貓數量和大熊貓棲息地面積，均位居內
地第二。
白水江保護區管理局局長袁峰曉說，過去就連保護區

工作人員，工作一輩子也不一定遇到一次野生大熊貓，
而現代科技手段為深化大熊貓科學研究積累了大量的可
視素材。通過紅外線攝像機拍到的視頻和圖片，看到大
熊貓「剛強」、「漢子」的一面。如一隻看起來「萌
萌」的野生大熊貓扭着肥肥的屁股，闖入鏡頭後很快消

失在竹叢中。但當下一個紅外線攝像機再「看到」牠
時，牠雖然行走依然矯健，但額頭上打鬥撕咬留下的傷
痕比較明顯。該局科研科科長楊文贇分析說：「這隻大
熊貓可能是與熊貓或黑熊發生了打鬥。」

另一段視頻則顯示，一
隻大熊貓正在拖一頭可能
摔死的牛犢。該局大熊貓
保護科科長何禮文說，野
生大熊貓不僅愛吃竹子，
其實也愛吃肉。 ■新華網

紅外攝像曝野生熊貓紅外攝像曝野生熊貓「「私生活私生活」」

行經中國5省市，歷時71天，總行程1,701公里。
前日以個人身份來華開展「為和平行走」徒步中國活
動的英國麥克．貝茨（Michael Bates）勳爵順利抵達
浙江杭州，完成了他在中國開展的「為和平行走」的
活動。

麥克．貝茨勳爵，現任英國內政部國務大臣、樞密
院顧問官。在來中國行走前，他已經在世界各地進行
過多次徒步行走活動。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

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貝茨71天
徒步是宣傳倡導和平理念的長征，更是一個英國政要
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的神奇之旅。
據悉，貝茨勳爵一行於7月27日從北京出發，9月

30日晚間由江蘇宜興進入浙江境內。10月1日，他從
長興104國道父子嶺收費站出發，每天徒步30餘公
里，沿途經過湖州市長興、吳興、南潯、德清和杭州
市餘杭等地，前日下午抵達杭州市區。
巧合的是，貝茨還是一位杭州女婿。原來貝茨夫人

李雪琳，是旅英華人，祖籍浙江杭州，畢業於浙江大
學建築系。 ■龍虎網

英勳爵在華徒步宣和平英勳爵在華徒步宣和平

今年51歲的梁際澤，是重慶國金中心工地上的一名搬運工。業餘時

間，工友玩手機、打撲克、閒聊時，他卻埋頭苦讀物理書籍，被工友戲稱

為「物理哥」。重慶一中物理老師李忠相評價老梁，其物理理論水平至少

達到大學本科，而這並不是老梁最終的追求。老梁的理想，是自己的理論

被證實，開啟真正的科研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毅 重慶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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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人參觀陝西歷史博物館。 網上圖片

■■梁際澤床頭的書架梁際澤床頭的書架。。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渝搬運工自學物理渝搬運工自學物理3333載載

■■梁際澤梁際澤 3333 年來做的讀書筆記年來做的讀書筆記。。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自1985年起，紅嘴鷗每年從西伯利亞飛抵昆
明過冬。 網上圖片

■紅嘴鷗

■■英國英國MichaelMichael
BatesBates勳爵徒步勳爵徒步
11,,701701公里到達公里到達
杭州杭州。。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梁際澤應用物理梁際澤應用物理
學在搬運工作上學在搬運工作上。。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龜鱉博覽會將於本月中在東
莞舉行。 網上圖片

■甘肅省白水江國家級自然保
護區紅外線攝像機拍到的夜行
野生大熊貓。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