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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奮、誠實、無不良嗜好
— 負責辦公室事務，需外勤及輪更工作
— 懂音響操控、簡單水電及電腦運用優先
— 有膳食、醫療津貼等福利

誠 聘 辦 事 員 一 名

有意應徵者請郵寄個人履歷致：
中環干諾道中24號4字樓香港中華總商會人事部周小姐

「家有急事，速回」、「兒安
好，勿念」、「母子平

安」……40年了，白何廷已經不記得
發出了多少封這樣的電報，每一份惜
字如金的電報，都傳遞了一個家庭的
牽掛與急迫。
這個月底，白何廷就該退休了，自

1976年進入北京電報大樓上班至今，
他已在報務員崗位工作了整整40個年
頭，也是大樓裡最後一位資深報務
員。年近六旬的他，發起電報來依舊
反應敏捷。
「我當年學電信專業，19歲就給分
配到這裡工作，大樓環境舒適，所配
設備科技含量高，我當時覺得自己倍
感幸福。」白何廷說：「一九七幾年
那時，我們用的電報機就已是類似打
字機的外形，鍵盤也跟現在的鍵盤沒
什麼差別，是通過漢字電報碼傳送信
息。」

白何廷拿出一本手掌大小、泛黃的
冊子，隨便翻看一頁，裡面全是密密
麻麻的漢字，每個漢字下都對應着4
個阿拉伯數字。「過去，任何一個報
務員都能熟記至少多半本，常用漢字
更是背得滾瓜爛熟，你看，『0554
0079 2525 1032』 就 是 『 北京晨
報』。」白何廷笑着脫口而出。

最高峰一天收發十萬電報
白何廷說自己每分鐘可以發送三十

字的電報，也就是每分鐘要準確打出
120個數字。儘管大家都是熟手，但
在他的印象裡，即使到了深夜，電報
大樓依然燈火通明。「電報數量太多
了，根本忙不過來，特別是七八十年
代，最高峰時僅大樓一天的收發電報
量能達到10萬封。」
白何廷介紹，在當時，電報大樓是
全國電信網中心和主要匯接局，此

外，70年代電報大樓還開辦對各大城
市的報紙傳真業務，就是由電報大樓
將主要報紙新聞稿件內容傳送到各地
報社分社，「少則幾頁，多則幾十
頁，遇上打新聞稿，一坐就是幾個小
時。」白何廷說。
以前，家家戶戶是沒有座機電話

的，局級以上幹部才有。整個50年代
至80年代，電報是老百姓與外界溝通
最重要的通信手段。

廣州雖然被稱為「花城」已久，但像今年因中
心城區天橋和立交橋上的「勒杜鵑空中花廊」而
「火爆」內地還屬首次。曾經冰冷的鋼筋水泥橋
是如何變身美麗「空中花廊」的，引人好奇。據
悉，廣州 「空中花廊」的幕後英雄來自廣州市
林業和園林科學研究院下屬白雲苗圃的施工和養
護。另外，廣州在今年十月成為內地橋樑綠化最

多和景觀效果最好的城市之一。

橋樑綠化料升級國家標準
白雲苗圃主任劉悅明說，從2013年開

始，廣州橋樑綠化經驗逐漸在深圳深南
大道立交橋，湖南郴州市歐米茄人行天
橋，福建莆田市海濱南路跨線橋，還有

福建廈門和漳州、海
南海口、廣西壯族自
治區南寧、珠海等城
市推廣開來。據悉，
目前廣州人行天橋、
立交橋綠化種植養護技術規範
已通過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
立項。值得驕傲的是，未來
「廣州規範」有望晉升為國家
標準，推廣到內地更多城市做
景觀培育。
劉悅明說，早在2003年，

橋樑綠化還是新事物，廣州就率先開展橋樑綠化
的研究。之後幾年，也出現過不知道種什麼好的
局面。類似龍船花、天冬等品種都試種過。為了
篩選適合廣州天橋綠化的植物種類，白雲苗圃十
多年來收集了數百種植物品種進行科學研究，最
終篩選定了紫花勒杜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廣州報道

深圳有環保基金會推出智能回收機，以積分等獎勵模
式，吸引近2萬人積極參與塑料瓶回收，目前已回收14多
萬個塑料瓶，從而實現資源再利用。
據了解，今年5月在深圳部分街道、學校和社區等地已

投放近200台智能塑料瓶回收機。該回收機可在2秒內識別
投放物品的種類，在投放前輸入姓名和手機號，該設備便
會記錄其名字和手機號碼，並以微信返現到零錢紅包形式
給予獎勵。所有瓶子均被運送到有資格的工廠再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

穗「空中花廊」望推廣至各地 甘肅白水江國家級自
然保護區昨日消息，保
護區安裝的紅外線觸發
式相機抓拍到兩種毛色
明顯不同的亞洲金貓。
此次現身的亞洲金

貓是中國二級保護動
物，體長只有90厘米左
右，喜歡獨來獨往，行
蹤十分詭秘，是密林中
處於食物鏈頂端的「捕獵高手」，對野生大熊貓的幼崽構成
威脅，老百姓俗稱「石豹子」。
自1978年白水江保護區成立以來，亞洲金貓一直是一個

「傳說」。白水江保護區高級工程師滕繼榮說，據幾十年前
完成的科考報告記載，白水江保護區裡有亞洲金貓繁衍。但
幾乎沒有人邂逅過亞洲金貓。
2014年以來，白水江保護區的7個保護站點都捕捉到不

少亞洲金貓的身影。視頻顯示，有兩類毛色有明顯不同的
亞洲金貓分佈在同一個區域中。一種是微縮版的「小豹
子」，全身都有金色花斑，體格略小。另一種是體毛為紅
棕色、下腹部和腿部有斑點的亞洲金貓。今年11月份，保
護區工作者在梳理第二季度回收的視頻時，發現了這類亞
洲金貓的身影。 ■新華社

深圳智能回收膠樽 近2萬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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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最後資深電報員京最後資深電報員
月底退休月底退休

1985年以前，北京個人電報業務量最多時每月超300萬份，現在是一個月攤不上幾份。上世

紀80年代中期，人們工資一二百元（人民幣，下同），發電報一個字收費1毛3分5；現在，北

京最低工資標準是1,890元，發電報一個字收費1毛4。電報曾是最快捷的通信手段，如今正快

速退出民間視野。目前，京城還有最後三位「發報人」。再過些日子就只剩兩位了，因為三人

中最資深的報務員，本月底就退休了。 ■《北京晨報》
唐
山
大
地
震

最
怕
來
電
報

白何廷剛參加工作，就在
值夜班時趕上「唐山大地
震」。「電報大樓一時間被
擠得水洩不通，傳送帶上的
電報跑個不停。大家全靠電
報和震區的親人聯繫。」那
時候，家家戶戶最怕聽到的
話就是「誰誰家，有電
報」。
「因為電報按字收費，起
初四分錢一個字，一封電報
內容加地址怎麼也得 20個
字，也就是8毛錢。可那時
候大白菜5分錢一筐，一封

電報夠買一車菜了。而從80年代以後漲到每
字一毛三分五，即使大家工資漲了，一封電
報開銷也不小。所以除非家裡有大事發生，
否則不會輕易發電報。」人們只要一聽說來
電報了，不是激動就是緊張，因為電報不是
讓人大喜就一定是大悲。
白何廷發報幾十載，送出最多的內容為：

火車接站、結婚生子、病逝速歸等內容。

■上世紀七八十年
代，電報大樓最高峰
時曾一天收發電報十
萬封。 網上圖片

■北京電報大樓 網上圖片

電報機 網上圖片

■廣州水泥橋變身「空中花廊」。 網上圖片

■深圳民眾
將塑料瓶放
入智能塑料
瓶 回 收 機
內。

記者
李昌鴻 攝

■從甘肅白水江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紅外線相機發現並拍攝到珍稀亞洲
金貓影像。 網上圖片

■北京最後資深電報
員白何廷月底退休。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