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昨日從
考 古 工 地 獲
悉，經過一段
時間的清理，
此前在江西南
昌西漢海昏侯
墓主墓甬道中
發現的兩輛偶
樂車，被證實
一輛配有 1件
錞于和 4件青
銅鐃，一輛配
有建鼓。這印

證了文獻上關於先秦樂車上錞于、鐃與建鼓搭
配組合的記載，是中國漢代考古的首次發現。
「甬道中發現金車和鼓車組成的偶樂車，

說明西漢時期列侯出行時有樂車在前方。」
海昏侯墓考古發掘專家組組長、著名秦漢考
古學家信立祥說，這種出行制度與先秦時期
的軍樂有關。古代戰場實行「擊鼓進軍，鳴
金收兵」的制度，以此推測海昏侯生前出行

時，鼓車響起時車隊前行，一旦鳴金則車隊
停止。

據文獻再發現鼓車
考古隊員最先發現的是載有錞于和鐃的金

車，但專家組研究後認為，根據「有錞于必
有鼓」的文獻記載，附近應該還有一架鼓
車。於是，考古隊員在淤泥中繼續尋找，發
現了零碎的建鼓殘片。
「這些殘片被地下水沖得很零散。如果沒

有事先對器物組合的了解和預判，極有可能
被當成破木片處理，導致後期無法還原展
示。」南昌西漢海昏侯墓考古領隊楊軍說。
目前，兩架樂車都已移送至實驗室等待修復
「真容」。
信立祥介紹，根據山東孝堂山石祠中《大

王車出行圖》的描繪，大王車的前方車輛為
鼓車，明顯不同於西漢「金車、鼓車並用」
的制度。因此，海昏侯墓中發現的真車馬和
偶車馬，為西漢列侯的車輿、出行制度作了
全新的詮釋。 ■新華社

首宗分離連體嬰
6年後牽手上學

偶樂車出土 全新詮釋西漢列侯出行

河北香河國安天下第一城的城前廣場，昨日
18,431人集體跳《小蘋果》，打破了「最大規模
排舞」的健力士紀錄。據悉，這項紀錄的上一個
保持者是美國亞特蘭大的17,200人。此次活動還
挑戰了「最大規模雨傘拼圖」的健力士紀錄，但
因未達到預期效果，現場主持人宣佈挑戰失敗。

■《新京報》

嫗手術前囑成敗不找醫生麻煩嫗手術前囑成敗不找醫生麻煩

近2萬人齊跳舞破紀錄

「長高了，更精神了！」
看到小姐妹的笑臉，

兩位專家由衷地感到高興。書
包、文具盒、課外讀本、新衣
服、玩具……專家們雙手提滿了
給孩子的禮物。姐妹倆爭先恐後
搶過伯伯手裡的東西，用小手拉
起伯伯的大手向家門走去。

身體狀況達同齡標準
專家對姐妹倆進行了簡單的體

格檢查和發育評估，紅紅和蘭蘭

的身體狀況都達到了同齡兒童的
標準。
2009年，兩個孩子送到湖南省兒
童醫院時，為了便於區分，給一個
戴上了紅色的手環，一個戴上了藍
色的手環。到孩子成功分離順利出
院時，父親羅國權當即表示，為了
感謝湖南省兒童醫院給了兩個女兒
新的生命，孩子的名字就取名「羅
紅」和「羅蘭」。
看着當年在暖箱中頑強挺過生命

難關，現在已能說能笑會讀書的女

兒，羅國權的眼裡滿是欣慰。
「孩子上學後，反應能力和綜

合素質有了明顯的進步，比起去
年見面時更加懂禮貌，普通話也
說得更好了。」兩位專家還鼓勵
羅國權，安心打工照顧好家庭。
了解到由於經濟困難在鎮上租不

起房子，兩個小姐妹每天都走一個
小時的山路才能到山腳下的學校讀
書時，高喜容、李碧香兩位專家當
即表示：「兩個孩子一定要上學，
以後讀書的費用我們來負責。」

四川成都62歲患者解玉芳手術
前叮囑家人，「我在手術台、手
術後出現任何意外，不管是殘疾
或者死亡，你們都不許找醫生的
麻煩！」這種信任感動了醫生，
也得到了家人理解。
前日，在成都醫學院第一附屬

醫院關節外科病房裡，解玉芳右
側膝關節依舊纏着厚厚的紗布，
困擾她多年的重度骨關節炎漸漸
得到治癒。她說，手術之所以能
夠順利完成，是因為對醫生寄予
百分之百的信任。
解玉芳婆婆退休前是個紡織女工，她身體狀況一直較好，唯獨患有

膝關節炎。隨着年紀漸高，她的關節炎愈發嚴重，剛開始只是一般的
疼痛，上下樓梯時有些不便，後來變得走路都有困難。 ■中新網

「冠豸山」盃第七屆全國甘薯
擂台賽日前在福建連城縣舉行，經
專家和生產消費者代表等組成的評
委會評選，最終分別評選出冠軍
「地瓜王」5名，亞軍9名，季軍
16名，優秀獎5名。其中本土的
「地瓜王」，來自連城文亨鎮南坑
村種植戶楊先文，甘薯品種名稱
「90日早」，重量達8.35公斤，
獲得優良品種組季軍，也是連城單
株最大的地瓜。
另外，優良品種組冠軍是江西

南昌圓夢農業開發有限公司陳兵，品種為「廣薯87」，重達19.3
公斤，一株地瓜共產出37個地瓜，是所有組別中最重的地瓜。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麗寬，特約通訊員 黃水林、陳析興
龍岩報道

由黑龍江省農業科學院
和中國農業大學共同組建
的科研團隊昨日對外宣
佈，已完成民豬的全基因
組從頭測序工作，並成功
繪製民豬的首部全基因組
序列圖譜。專家表示，這
有利於更好地保證中國豬
品種的多樣性。
民豬曾是世界綜合排名第四的優良稀缺豬種，被列入國家品種資

源保護名錄，也是黑龍江省唯一的地方豬品種，具有繁殖力高、肉
質優良、抗病、能在冬季寒冷條件下生存的特點。
科研團隊去年6月起開展了民豬全基因組測序和序列圖譜繪製工
作，旨在通過對民豬全面系統的研究，提高東北優質綠色豬肉產業
化水平。 ■新華社

閩現逾閩現逾88公斤公斤「「地瓜王地瓜王」」

首部民豬全基因解碼圖誕生首部民豬全基因解碼圖誕生

■南昌西漢海昏侯墓中的真
車馬陪葬坑。 網上圖片

■解玉芳與醫生交流。 網上圖片

■重達 8.35 公斤的「地瓜
王」。 特約通訊員陳析興攝

■東北民豬 網上圖片

■■羅紅羅紅、、羅蘭兩姐妹如今健康狀羅蘭兩姐妹如今健康狀
況與同齡兒童無異況與同齡兒童無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湘湘
66年前年前，，羅紅羅紅、、羅蘭兩姐妹胸腹相連來到人間羅蘭兩姐妹胸腹相連來到人間，，1010餘天後在湖餘天後在湖

南省兒童醫院成功南省兒童醫院成功「「分身分身」，」，成為湖南首宗成功分離並雙雙存活成為湖南首宗成功分離並雙雙存活

的連體女嬰的連體女嬰。。湖南省兒童醫院胎兒與新生兒外科主任李碧香湖南省兒童醫院胎兒與新生兒外科主任李碧香、、新新

生兒一科主任高喜容日前到新化縣生兒一科主任高喜容日前到新化縣，，對當年的連體小姐妹進行回對當年的連體小姐妹進行回

訪訪。。兩個娃娃已經兩個娃娃已經66歲了歲了，，如今牽手上學如今牽手上學，，讀小學讀小學

一年級一年級，，調皮活潑調皮活潑，，人見人愛人見人愛。。 ■■華聲在線華聲在線
■■羅紅羅紅、、羅蘭兩姐妹羅蘭兩姐妹66年前成為湖南首宗年前成為湖南首宗
成功分離而存活的連體女嬰成功分離而存活的連體女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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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養魚大戶轉型洱海灘地管理員從養魚大戶轉型洱海灘地管理員 治理得當成典範治理得當成典範
深秋傍晚，雲南大理上關鎮西閘尾村的洱海水域，蘆葦輕擺，碧波蕩

漾，白色、黑色的水鳥在濕地上覓食。61歲的洱海灘地管理員杜子鈞18年

裡，每日堅守灘地清潔管理工作，又沿着環海公路再細心檢查一遍，和同事一

起分析負責區域垃圾的最新分佈情況，共同商量新一天工作中的有效應對辦

法。一切工作處理完，老杜才回家和家人共進晚餐。儘管杜子鈞經歷了三次重大

的人生轉折，但他對洱海的摯愛始終沒有改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晉、李艷娟 大理報道

大大理洱海是雲南的第二大高原湖泊理洱海是雲南的第二大高原湖泊，，洱海治理是中國城市洱海治理是中國城市
近郊湖泊保護的典範近郊湖泊保護的典範。。4040餘年一直從事洱海保護與治理餘年一直從事洱海保護與治理

的專家尚榆明認為的專家尚榆明認為，，洱海水質持續變好洱海水質持續變好，，沿湖的民眾是最大沿湖的民眾是最大
的功臣的功臣。。

帶頭拆網箱帶頭拆網箱 投身治污染投身治污染
老杜一生與洱海為伴老杜一生與洱海為伴，，經歷人世滄桑也見證洱海時代變經歷人世滄桑也見證洱海時代變
遷遷。。
兒時兒時，，洱海是老杜和夥伴們暢遊嬉鬧的樂園洱海是老杜和夥伴們暢遊嬉鬧的樂園；；成年後成年後，，洱洱
海是老杜打魚生活海是老杜打魚生活、、飲用灌溉的生存命脈飲用灌溉的生存命脈。。19871987年年，，為推動為推動
洱海周邊農村的發展洱海周邊農村的發展，，在政府貸款的支持下在政府貸款的支持下，，杜子鈞率先在杜子鈞率先在
洱海經營起了網箱養魚洱海經營起了網箱養魚。。上世紀上世紀8080年代末年代末，，老杜年收入高達老杜年收入高達
近萬元人民幣近萬元人民幣，，成為遠近聞名的成為遠近聞名的「「萬元戶萬元戶」，」，也迎來了人生也迎來了人生
第一次轉折第一次轉折。。在他的帶領下在他的帶領下，，村裡近村裡近22,,000000戶家庭也加入這個戶家庭也加入這個
行業行業，，老杜成了網箱養魚協會的負責人老杜成了網箱養魚協會的負責人。。
19961996年年，，洱海水質惡化洱海水質惡化，，藍藻爆發藍藻爆發。「。「當時洱海上像佈滿當時洱海上像佈滿
了一層綠色的油了一層綠色的油，，遠遠就能聞到水的惡臭遠遠就能聞到水的惡臭。。大規模的網箱養大規模的網箱養
魚魚，，魚的糞便和投餵的飼料給洱海造成巨大的污染魚的糞便和投餵的飼料給洱海造成巨大的污染。」。」這是這是
老杜面臨的第二次重大人生轉折老杜面臨的第二次重大人生轉折，「，「藍藻爆發太突然藍藻爆發太突然，，一下一下
沒了經濟來源沒了經濟來源，，心裡很慌沒有着落心裡很慌沒有着落。。但細細思考後但細細思考後，，水質極水質極
度惡化度惡化，，養出的魚品質受到巨大影響養出的魚品質受到巨大影響，，也無法出售了也無法出售了。。如果如果
洱海不好了洱海不好了，，我們靠海生活的人也好不了我們靠海生活的人也好不了。」。」於是於是，，老杜率老杜率
先拆除自家的網箱先拆除自家的網箱，，然後挨家挨戶地進行拆除說服工作然後挨家挨戶地進行拆除說服工作。。同同
時時，，老杜還划着打撈船老杜還划着打撈船、、拿起垃圾簍和鉗子拿起垃圾簍和鉗子，，成為第一批洱成為第一批洱
海灘地管理員海灘地管理員。。

55年前年前，，一場突如其來的家庭變故一場突如其來的家庭變故，，又讓老杜又讓老杜
第三次陷入人生抉擇第三次陷入人生抉擇。。兒子出事兒子出事，，兒媳離開兒媳離開，，老老
杜和老伴肩負起照顧兩個小孫女的重擔杜和老伴肩負起照顧兩個小孫女的重擔。。老杜老杜
說說：「：「現在身體還硬朗現在身體還硬朗，，還能堅持幾年還能堅持幾年，，家裡的家裡的
孫兒只能讓老伴多費心了孫兒只能讓老伴多費心了。」。」最讓老杜開心的是小孫女也很最讓老杜開心的是小孫女也很
支持他的工作支持他的工作，「，「看到有人在洱海邊亂丟亂倒垃圾都會跑回看到有人在洱海邊亂丟亂倒垃圾都會跑回
家來告訴我家來告訴我，，是我的小通信員呢是我的小通信員呢！」！」

遭恐嚇辱罵遭恐嚇辱罵 仍不改初心仍不改初心
老杜和管理隊一共老杜和管理隊一共55人人，，負責負責700700畝的洱海水域清潔管理工畝的洱海水域清潔管理工

作作。。因為薪水不高因為薪水不高、、工作辛苦工作辛苦、、時間長時間長，，有時還會遇到遊人有時還會遇到遊人
的無理辱罵的無理辱罵。。
有一年有一年「「五一五一」」長假長假，，一輛外地牌照的車途經西閘尾村開一輛外地牌照的車途經西閘尾村開

往旅遊熱點景區雙廊的過程中往旅遊熱點景區雙廊的過程中，，把一個堆滿各式垃圾的箱子把一個堆滿各式垃圾的箱子
從車上扔下來從車上扔下來。「。「我們負責的區域是洱海的源頭我們負責的區域是洱海的源頭，，大量的垃大量的垃
圾進入水域圾進入水域，，對整個洱海都會產生影響對整個洱海都會產生影響。。我急忙騎上電動車我急忙騎上電動車
趕過去趕過去，，擋在了這輛車的前面擋在了這輛車的前面，，要車主停下車和他說明事要車主停下車和他說明事
由由。」。」車上的年輕人最初還很蠻橫車上的年輕人最初還很蠻橫，，但最終被這個倔強的但最終被這個倔強的
老人說服老人說服，，下車道歉下車道歉。。
保護洱海如此倔強又拚命保護洱海如此倔強又拚命，，老杜只有一個樸素的理老杜只有一個樸素的理
由由：「：「我們海邊人我們海邊人，，世世代代享受着洱海豐富的資世世代代享受着洱海豐富的資
源源，，吃洱海喝洱海用洱海吃洱海喝洱海用洱海。。洱海治理好了洱海治理好了，，受受
益的是我們益的是我們。。一代代傳承保護一代代傳承保護，，讓這湖清水讓這湖清水
永遠清澈永遠清澈，，我們的後代子孫才能享受到洱我們的後代子孫才能享受到洱
海的美麗和富饒海的美麗和富饒。」。」

「「1818年年，，每天按照工作流程進行打撈每天按照工作流程進行打撈、、巡視巡視，，還經常與一些還經常與一些
環保專業人員交流環保專業人員交流，，就成了大家說的就成了大家說的『『土專家土專家』。」』。」站在洱海站在洱海
邊邊，，老杜抬手指向不同的地方老杜抬手指向不同的地方，，告訴記者告訴記者，，哪裡是濕地哪裡是濕地，，哪裡哪裡
是灘地是灘地。「。「濕地在前淨化水濕地在前淨化水，，灘地在後灘地在後，，進入洱海的水經過層進入洱海的水經過層
層過濾就會變得更清澈層過濾就會變得更清澈。。每一道都是洱海保護的防禦牆每一道都是洱海保護的防禦牆。」。」介介
紹起濕地裡的植物紹起濕地裡的植物、、水鳥水鳥，，老杜也是如數家珍老杜也是如數家珍。。
對於更好地利用水生植物淨化水體的同時對於更好地利用水生植物淨化水體的同時，，又能很好地控制又能很好地控制
時間不讓腐爛的植物對水體造成污染的方法時間不讓腐爛的植物對水體造成污染的方法，，老杜也是了然於老杜也是了然於
胸胸：「：「秋天過後秋天過後，，腐葉增多腐葉增多，，水葫蘆也漸漸枯亡水葫蘆也漸漸枯亡，，這個時候就這個時候就
要進行打撈要進行打撈，，不能對水體造成新的污染不能對水體造成新的污染，，而且打撈工作需要堅而且打撈工作需要堅
持至少持至少11個月個月。」。」

經驗豐富變「土專家」

洱海被譽為「高原明珠」，湖面面
積252平方公里，是雲南第二大淡水
湖泊。
1996年和2003年，洱海遭遇兩次

大面積藍藻爆發，水質一度降到IV
類。之後，大理州舉全州之力，打響
了洱海保護的「全民戰爭」。2006年
以來，洱海水質連續8年總體穩定保
持在Ⅲ類，其中有48個月達到Ⅱ類。
「十二五」以來，洱海Ⅱ類水質月份
總數已超過「十一五」期間7個月。
如今，洱海水體生態功能逐步恢復，
自淨能力不斷增強，成為內地城市近
郊保護得最好的湖泊
之一。洱海保護模式
被國家環保部向內地
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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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子鈞划着打撈船進入洱海打撈垃圾杜子鈞划着打撈船進入洱海打撈垃圾。。 記者王晉記者王晉 攝攝

■■秀美的洱海濕地風光秀美的洱海濕地風光。。 記者李艷娟記者李艷娟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