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香港極富特色的交

通工具，叮叮車已有超過

百年的歷史。每天穿梭於

香港街頭的叮叮車深受香

港市民及遊客的青睞，然

而卻鮮有人知道，叮叮車

的「芯」臟是由位於山西

省永濟市的中車永濟電機

公司研製的。日前，由該

公司為香港叮叮車更新的

永磁牽引系統已成功登陸

香港，進行試驗調試。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楊奇霖 山西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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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車換國產 保持活力

土法拔火罐 三十載診十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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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反映日本八旬老人中國感恩之旅
的紀錄片《與我同行——跨越七十載的感恩之
旅》在新華網、人民網、央視網、國際線上、
中華網等平台同步上線播出。
今年81歲的日本老人丸山岩出生在中國北方

城市哈爾濱，1946年11歲時，被中國政府遣返
回日本。紀錄片展現了這位日本老人最近從哈
爾濱到葫蘆島的千里騎行之旅，也記錄了老人
沿途尋找70年前的記憶，同時在途中對曾經無
私幫助過自己的中國人表達誠摯的感謝。

歎中國人胸襟寬大
「這次騎行中，我再一次被中國人民的善良

所打動。」丸山岩在日前於北京舉行的發佈會
上表示。
抗日戰爭結束後，共有超過百萬日本僑民和

俘虜在1946年至1948年間被遣返回日本。丸
山岩指，「當時中國正進行解放戰爭，為了保
證我們安全回國，有不少中國人一路護送我
們。要知道日本剛剛在中國犯下了何等罪行，
但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依舊願意用他們
寬大的胸襟來包容我們。」
丸山岩到中國騎行的想法始於2011年。當時

他在日本福岡地震災區做義工。他在與人交談
時偶然得知有位日本人想到中國騎行，老人立
刻被這個想法吸引了。
2012年，丸山岩開始了在中國的第一次騎

行。他從上海一路騎到南京，全程300公里。
有了這一次的經驗，丸山岩開始計劃他的東北
感恩之旅。丸山岩表示，「小時候，我曾經得
到中國人的幫助，現在年紀大了，我很想回去
謝謝那些人。」

盼兩國友誼不變
從黑龍江哈爾濱到遼寧葫蘆島，1,000多公里
的距離是丸山岩第一次騎行距離的3倍，但感
恩之心讓年過八旬的他覺得要在有生之年再回
一趟中國的「故鄉」。
丸山岩還同記者分享了他在旅行中的一些趣

事。鄉間公路上，他看到一位少年頭上戴了一
頂柳枝編的帽子。當他用蹩腳的漢語稱讚這頂
美麗的帽子時，少年爽快地把帽子送給了丸山
岩。「作為回贈，我想把自己的髮帶也送給
他，但這個少年害羞地跑開了。我記憶中友
好、善良的中國人，一直都沒有變。」丸山岩
微笑着回憶說。
在紀錄片的最後，老人來到葫蘆島，這裡是

他70年前離開中國返回日本的地方。他表示，
「希望中國和日本，我們兩個國家，友誼永遠
不變。」 ■新華社

體積小 重量輕 效率高 噪聲低

芯芯
據介紹，永磁系統具有高效節能、功率密度大、噪

音低、可靠性高、控制靈活等諸多優點，該系統
由中車永濟電機公司自主研製，包括永磁牽引變流器、
永磁牽引電機和網絡控制系統等。
該系統的首次裝車負載試驗由香港98號電車承擔。

配備強健「綠色芯」——國產化永磁牽引系統的98號
電車從堅尼地城出發，由西向東穿行於香港街區。試驗
過程中，車上載滿7噸重沙袋以模擬乘客，並分別在香
港電廠廠內線路和堅尼地城至筲箕灣運行線路上順利完
成了起動、制動、爬坡、轉彎、單電機運行、拖車等工
況測試。最後根據試驗監測數據顯示，電車「心率」完
全正常。據了解，該系統還將進行一步調試，充分驗證
其可靠性之後便會載客試運行。

轉速平穩 年節電9千度
永磁電機具有體積小、重量輕、效率高、噪聲低、轉
速平穩、可靠性高等明顯優勢，是現代城市軌道交通的
「新寵」。國內外大量研究及運行實例顯示，其在城市
交通領域更為凸顯的優勢是高效節能。在同等運行工況

下，永磁牽引系統與之前的異步牽引系統相比，可節能
20%以上，節能效果亦會隨着再生制動性能的提升而增
強。
以目前香港電車每天運行10小時、行程約120公里

計算，採用異步牽引系統年耗電量為5萬度，而裝配永
磁牽引系統每年至少可節電9千度。
事實上，這不是永濟電機公司第一次為香港電車研製
牽引系統。早在2008年開始，永濟電機公司已開始為
香港電車量身設計電傳動系統，這也是叮叮車開行百年
來首次接受徹底的電傳動系統升級改造。
據了解，香港電車電傳動系統最早使用的是以直流電
機為動力的直流電傳動系統。2008年，永濟電機公司
根據香港電車公司的要求，為其量身設計了交流異步電
傳動系統，在改善優化系統體積、牽引動力和維護方案
的同時，大大提高了系統的可靠性。首輛交流異步電傳
動系統於2009年4月交付用戶裝車運行。這也是百年叮
叮車首次接受徹底的電傳動系統升級改造。截至目前，
永濟電機公司已先後為香港電車公司提供了71套異步
牽引系統，充分保持了叮叮車的活力。

■穿梭於香港街頭的叮叮車深受
市民青睞。 本報山西傳真

■■國產國產「「芯芯」」由山西省永由山西省永
濟市的中車永濟電機公司濟市的中車永濟電機公司
研製研製。。 本報山西傳真本報山西傳真

在里約奧運會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決賽
上，菲爾普斯率領美國隊再次奪冠，更引人注目
的，是菲爾普斯肩膀上的拔火罐印記。網友笑
稱，這是中國傳統療法蘊含的神秘力量激發了他
的「洪荒之力」。與此同時，成都市蒲江縣鶴山
鎮老東門，59歲的萬玉華正在不緊不慢地給客人
用土法拔火罐。三十多年來，他已經為10萬人拔
過罐。

藥水有秘方 絕技不外露
8月10日，恰逢鶴山鎮趕場的日子。凌晨5點

剛過，萬玉華就騎着摩托車到鋪子上生火熬藥。
萬玉華對藥水配方秘而不宣，只告訴記者是由20
多種中草藥熬製。他的拔罐方式亦和別人不同：
先用中草藥熬水，再用蒲江當地盛產的竹子做

筒，根據穴位大小選取不同粗細的竹筒為人拔
罐，利用藥水的熱氣，讓竹筒和皮膚之間產生吸
力。
今年59歲的萬玉華，16歲便開始拜師當地名醫
謝萬堂學習中醫與拔罐。學習之初，萬玉華照着
書本找穴位，也經常在自己身上試驗。1986年開
始，他自立門戶擁有了自己的店舖。
在萬玉華的鋪子門口，一口大鍋中藥熱氣翻

滾。萬玉華單手伸入水中，撈起竹筒，倒出竹筒
中的藥水，快步來到客人身邊，將竹筒倒立平放
在背上，再找準位置平推到穴位上。「速度一定
要快，時間久了溫度降低，竹筒就吸不穩了。」
常年的工作，讓萬玉華的右手比一般人粗糙，也
更耐熱。除非是要撈鍋底的竹筒，他才會使用筷
子。 ■《華西都市報》■萬玉華對藥水配方秘而不宣。 網上圖片

位於四川巴中市恩陽區尹家鄉境內的大山，多處懸崖峭
壁上被人鐫刻上了王羲之、唐太宗、蘇軾、乾隆等名家的
書畫作品，被稱為「大木山書崖」。71歲的當地村民袁家
祥會主動為陌生人當導遊，因為峭壁上的800餘幅作品都
是他請人刻畫，一手打造出來的。 ■文/圖：《成都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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