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言傳身教樹榜樣
模範「族長」傳家風

■小羊現在已
成為交警中隊
的吉祥物，大
家閒暇時都忙
着照顧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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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廷俊出生在甘肅定西一個貧
窮家庭，幼年喪父，靠母親

含辛茹苦將他和三個兄妹撫養成
人。日子雖苦，但母親對子女的嚴
格要求從來沒有放鬆過。有一年臘
月大雪封山，全家人除了他都患上
重感冒。為了能給家人燒一鍋菜
湯，盧廷俊冒着大雪把生產隊裡牲
口吃剩下的麥草滿滿地背了一背簍
回家。
正當盧廷俊準備燒水時，他的卻
被母親發現了。「廷俊，麥草哪裡
來的？」面對母親的質問，盧廷俊
只好原原本本交代了事情原委。
「不是咱家的東西，一點也不能
要，再窮不能沒志氣。」母親語重
心長的一席話，讓少年盧廷俊羞愧
不已。從那以後，盧廷俊時刻牢記
母親的教誨規矩做事，並致力將嚴
格的家教代代相傳。

川震率隊救災 啟發愛兒從警
四川發生「5．12」汶川大地震當

晚，武警某總隊連夜挑兵選將，組
建抗震救災「突擊隊」。盧廷俊家
有82歲的老母和即將參加高考的兒
子，部隊沒有考慮讓他參加。 正當

盧廷俊十分糾結時，老母親顫顫巍
巍地走過來說：「那麼多人遭難
了，你快去救他們吧，我們會照顧
好自己的。」於是，時任政治部副
主任的盧廷俊主動請纓擔任突擊隊
隊長，率領一百多名大型機械操作
手，連夜直奔地震一線。
在盧廷俊的影響下，他的兒子報
考了警校。2011年，他還參加了軍
事紀錄片《士兵突擊Ⅱ》的拍攝，
成功扮演勇敢頑強、英勇善戰的軍
事教官，成為一大批「90後」的崇
拜偶像。盧廷俊說，他要讓優良的
家風一代代傳承下去。

廣東廣州都城隍
廟昨日舉行城隍爺
「分靈」海外活
動。據前來奉請
「分靈」的海外道
教人士稱，在海外
的廣府人大多敬奉
廣州都城隍。城隍
爺此次「分靈」到
馬來西亞和泰國，

由馬來西亞柔佛州道教總會等組織特意前來廣州恭請，
「分靈」後將永久供當地民眾瞻仰朝拜。
「分靈」是指地方新建廟宇，或者信徒欲在自宅供奉

某一尊「神明」時，先到歷史悠久的大廟去求取「神
明」的「靈力」。「分靈」後，新塑的「神像」會被視
為祖廟神明的「分身」，具有相同的靈力。
城隍爺此次「分靈」至馬來西亞和泰國在當天的分靈

儀式上，金色的城隍爺雕像上佩戴一朵絲綢大紅花，
「坐」在金色的轎子上，由八位道士抬出。而後，城隍
爺被安坐在放置有貢品的祭拜台上，由道長讀祈福祝
文，並接受信眾行禮。 ■中新社

江西泉南高速（泉州至南寧）吉安永
新段上周二（7日）發生一宗交通事
故，一輛小車將一頭闖入高速的母羊撞
死了，令人沒想到的，母羊在死亡瞬
間，生下了一頭小羊。如今這頭小羊成
了交警中隊的寶貝，大家工作閒暇都會
逗牠玩。
劉先生上周二開車行駛在泉南高速

公路永新路段，突然就從車頭前竄出
一頭羊，雖然劉先生踩了剎車，但悲
劇還是發生，母羊被撞飛，當場倒地
不起，高速交警趕到現場後，看到小
車前方遭撞擊，母羊已經身亡。省高
警總隊直屬七支隊第四大隊交警甘春
輝到場看到被撞的羊前面，還有一頭
帶着胎盤的小羊羔，小羊羔不斷地抬

頭，還在緊湊地呼吸，令人感到其強
烈的求生慾望。

愛心交警充奶爸
甘春輝趕緊從車上取下醫藥箱，將小

羊羔抱到車上保護起來，並帶回交警中
隊。之後大家又是餵奶，又是給羊羔取
暖，沒過多久，小羊羔就能走路了，交

警們還特意用箱子為牠造了一個窩。甘
春輝指，他們在餵養的同時，也在尋找
這個羊羔的主人，在找到羊的主人之後
就會歸還這頭小羊。 ■鳳凰網

羊媽遇車禍 死前瞬間誕小羊

在廣東珠江一醫院神經外科病房內，醫生彈着吉他，
輕輕唱着《雪絨花》。樂音流淌，病床上的青年由意識
朦朧到睜開雙眼，慢慢露出笑容，隨即跟着哼唱起來。
青年名叫小葉，在去年底因左側肢體乏力，走路不穩求
醫，經檢查驗出其腦部有大半個網球大的腫瘤後，他的
命運就被改寫了。
該腫瘤必須以外科手術才能治癒，然而手術風險大。

但因為小葉還年輕，家人覺得應該博一把，於是在上月
底進行手術。雖然手術成功，小葉左側肢體肌力亦明顯
恢復，但他始終沉默不語。

另類療法見良效
神經腫瘤常伴有腦損傷，該院神經外科醫生黃柒金見過

不少患者，術後通過聲音、圖像的刺激可促進腦部神經恢
復。醫療團隊在了解小葉的情況後，考慮通過音樂療法和
感覺統合訓練等輔助療法，幫助他康復。得知小葉喜歡英
文歌，醫療團隊用手機播放了《鐵達尼號》的主題曲。聽
着聽着，小葉笑了；團隊打鐵趁熱，在小葉床邊用吉他彈
唱《雪絨花》。就在上周二（7日），小葉跟着哼唱起
來。第二天，小葉開始叫爺爺、姑姑、媽媽，狀態明顯好
轉。
黃柒金說，他在臨床中也曾遇到類似情況。比如，有

人愛聽孫子的聲音，有人喜歡看足球賽，他們都會通過
各種「刺激」幫助患者恢復，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南方日報》

在四川成都高新區有一個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在四川成都高新區有一個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年齡最小的僅兩個年齡最小的僅兩個

月月，，最大的已最大的已9090歲高齡歲高齡。。在這個在這個3737人的大家庭裡人的大家庭裡，，出了四名國家幹出了四名國家幹

部部、、五名共和國軍人五名共和國軍人，，並先後榮獲並先後榮獲「「全國最美家庭全國最美家庭」、「」、「全國文明家全國文明家

庭庭」。「」。「家是最小國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國是千萬家。」。」盧廷俊是這個家族的第二代男盧廷俊是這個家族的第二代男

丁丁，，曾是軍人現為國家幹部的他曾是軍人現為國家幹部的他，，在家族中威望很高在家族中威望很高，，大家都擁戴他大家都擁戴他

任任「「族長族長」。」。他認為他認為，，家風正則民風淳家風正則民風淳、、政風清政風清、、國家興國家興。。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李兵 四川報道四川報道

穗城隍爺「分靈」至馬泰

粵醫彈唱英文歌
助失語青年開口

■作為四世同堂大家庭的「族長」，盧廷俊（2排左2）表示要將優良的家風傳承
下去。 本報四川傳真

■廣州都城隍廟昨日舉行城隍爺
「分靈」儀式。 中新社

■盧廷俊（左）的工餘時間多用於照
顧母親。 本報四川傳真

港新聞界訪徐聞古港 感受昔日海絲輝煌 海絲重鎮 北海創新猷

港人行路上廣州籌款助學
迄今捐建修繕1300所小學 幫助內地逾30萬貧困學童

據了解，作為粵港最悠久的公益項目之
一，24年來，「行路上廣州」活動籌

得善款8,300多萬港幣，累計捐建和修繕
1,300多所希望小學，幫助30多萬貧困地區
學童。
此次「希望工程．行路上廣州」步行籌

款活動，由香港苗圃行動於1993年發起，
與廣東省青年聯合會、廣東省青少年發展
基金會共同組織的一年一度的大型步行籌
款活動。
據了解，「行路上廣州」源於一段港人感

人的愛心故事。1992年農曆新年，在香港開
往廣州的直通車上，多名港人在閒聊中得
知，廣九直通車單程車票錢，便可滿足一名
內地學童一年的學習、生活所需。於是，7
名港人相約翌年開始步行至廣州，捐出車票
錢助學。

耄耋長者持續參加18次
今年「行路上廣州」活動，參與的港人超

過150名，大部分人連續多年都是積極分
子。89歲的呂祥毛，是今屆步行團年齡最大
的。雖然身體不便，坐着輪椅也參加此次活
動，這是她第18次步行活動。她的目標是，
99歲依然能夠參加，希望貧困兒童不會因為
經濟原因而上不了學，學不到文化。
84歲的陳如東，是參加步行團次數最多的

港人，今年是他第22次步行。陳老先生說，
「除了鍛煉到身體，還可以幫助到貧困學
童，這是我最大的動力。」
受到港人感染，今年的步行活動也有內地

愛心人士參與。其中，包括10名來自早年受
捐助的廣西華光中學學生，也有來自其他行
業人士。168個人從香港起步，經江門開
平、新會，佛山順德、南海，抵達廣州城
區，歷時5天。

24年籌款8300餘萬
主辦方介紹，作為粵港合作歷史最悠久的

公益項目之一，經過24年的堅持，「行路上

廣州」活動已經成為粵、港兩地慈善組織充
分發揮各自資源優勢，深化兩地合作的典範
項目，在粵、港地區和海內外都享有盛名。
活動已累計5,400餘人次參加步行，籌集善
款達8,300多萬港幣，所資助的項目已遍佈
廣東、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四川、雲
南等省的50多個縣（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150多名香港愛心人士，日

前步行100公里抵達廣州，以健行

方式籌款。在他們的感召下，10餘

名內地愛心人士加入。百公里路

程，大家互幫互助，共籌得善款

200萬港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寶儀廣州報道）
香港新聞界「一帶一路」採訪團近日出發，
連日來在廣東先後探訪徐聞古港、廣東海上
絲綢之路博物館、冼夫人廟和博賀港等與海
上絲綢之路相關的景點。採訪團成員無不被
廣東海上貿易歷史的源遠流長所震撼，並建
言各地政府珍惜並更好地發掘、保護相關歷
史遺跡，充分利用「一帶一路」戰略向港澳
和海外推廣宣傳並共謀發展。
採訪團首站選擇了有漢代海上絲綢之路
始發港之稱的徐聞古港，作為中國也是世
界上第一個有官方史書記載的海上絲綢之
路始發港，其航線也是中西海上交通史上
記載最早、最詳細、最完整、最長的。
徐聞縣博物館第一任館長吳凱介紹說，隨
着陸路交通發展和經濟政治中心轉移，徐聞
如今以農業生產為主。但是徐聞是中國大陸
最南端，又是廣東對接東盟的橋頭堡，有60

多個港口可供使用，可以形成一個從港澳地
區到廣西北海的黃金商圈，當地又有菠蘿、
生薑等諸多特色農產品，希望港商能抓住機
遇，前來投資農業深加工，再銷售到「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
相比之下，專門為保護南宋古沉船「南

海I號」而建設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
則讓大家眼前一亮。船頭和兩側松木船
舷、第一層的14個貨艙、數以萬計等待提
取的以瓷器為主的文物，都讓人對宋代海
洋貿易的繁榮充滿嚮往。廣東海上絲綢之
路博物館館長曾超群表示，改造後「南海I
號」將完全籠罩在集氣罩內，處於恆溫恆
濕的環境中，避免環境變化給文物帶來損
害。屆時，觀眾可以直接面對考古現場，
觀看文物提取過程。同時，博物館還將在
文物展覽基礎上，增加多媒體展示，普及
推廣「南海I號」的相關知識。

耗時一年 走訪絲路沿線國
採訪團顧問、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會長張

國良表示，此次採訪團走訪海上絲綢之路的
遺跡，就是希望深入了解「一帶一路」的歷
史文化，了解其重要意義及為香港帶來的商
機。但在此次行程中發現某些地方在遺跡保
護力度上還有欠缺，希望通過媒體的呼籲，

引起當地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重視和參與。
香港新聞界「一帶一路」採訪活動由香

港新聞工作者聯會、香港報業公會主辦，
採訪團將用一年時間，重走絲綢之路，以
海上絲綢之路為主，路線涉及中國、東南
亞、中亞及歐洲等地區，考察沿線國家的
華資企業，深入華人社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蘇徵兵朱曉峰北
海報道）香港新聞界「一帶一路」採訪系
列活動近日到訪廣西北海，參訪始建於
1883年的北海珠海路，一條有一百多年歷
史的老街，是西南和粵西的重要商品集散
地，曾經有英、法、德、等8個國家在此設
置領事機構及商務等機構，北海從中國近
代以來一直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
隨着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北海市

背靠大西南、毗鄰粵港澳、面向東南亞，區
位優勢獨特，經濟指標連續6年領跑廣西。
北海企業「走出去」到東盟國家投資步伐明
顯加快，北海市先後有17個企業到包括越
南、柬埔寨、老撾在內的東盟國家投資農業
綜合開發、農產品加工、農產品進出口等，
北海市與東盟國家簽署達成合作項目18個，
項目涉及的國家主要是越南、泰國、緬甸、
柬埔寨、馬來西亞和印尼，項目涉及的領域
主要是農產品種植、加工、水產養殖、建
材、機械製造業等。

■■香港新聞界香港新聞界「「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採訪團到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參觀採訪團到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參觀。。 記者黃寶儀記者黃寶儀攝攝

■步行團抵達廣州，以健行方式籌款助學。 記者敖敏輝攝

■■8989歲的呂祥毛歲的呂祥毛（（左左））連續連續1818年參加步年參加步
行活動行活動。。 記者敖敏輝記者敖敏輝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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