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出版單位Publisher :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中小學生人文社科教育基地

編委會成員Editor : 黃子烜 楊珺伊 李嘉豪

網址Website : cchc.fah.um.edu.mo

版權由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所有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Copyright©by Centre for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t University of Macau. All Rights Reserved.

查詢電話Tel :（853）8822 2708
傳真Fax :（853）8822 2383 
查詢電郵Email : cchc.info@um.edu.mo

2022年  第二十九期

2022年5月15日，「極目一號」三型浮空艇升空達到海拔9032米，超過了世界上最高山

峰——珠穆朗瑪峰8848.86米的高度，創造了浮空艇大氣科學觀測世界紀錄。

這部巨型浮空艇是中國自主研發的繫留浮空器，體積約為9060立方米，長55米、高19

米，總重量約2.625噸，搭載了多種科學觀測儀器，主要用於觀測地球科學中水汽、溫室氣

體等變化特點。以這次升空為例，浮空艇在珠峰「放飛」是因為青藏高原的氣候環境變化影

響世界其他地區，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而選擇用浮空艇觀測，是因為浮空艇對環境的

破壞最小，不會改變周邊的風場和環境參數，對研究西風如何影響青藏高原的環境變化有著

重要作用。

浮空艇採用複合織物材料組建，其白色外觀既能反射太陽光以避免內部氣體溫度產生劇

烈變化，又能夠抵禦雨雪風沙侵襲。浮空艇還運用了仿生學的設計理念，如鯨魚一般流線型

的身姿有利於在高空維持艇體穩定。此外，這條「大白鯨」飽滿的「身體」裡充滿了氦氣等

多種氣體，依託浮升氣體的浮力獲得升空動力，故能輕鬆「御風而行」。在浮空艇升空和駐

空飛行時，技術人員會在地面放置一輛重90噸的錨泊車，透過錨泊主繫纜操縱浮空艇，就像

「放風箏」一樣。

錨泊主繫纜由多束輕質高強的聚乙烯纖維製成，研製這種纜繩十分困難，且纜繩長達幾

千米，科學家既要控制單位重量，又要保證抗拉強度留有足夠的安全餘量。中國科學院空天

資訊創新研究院高級工程師黃宛寧表示：「輕量化和高強度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因此我們要

在材料上進行突破，在二者之間取一個適合工程應用的平衡。」

不僅如此，黃宛寧還告訴記者，「極目一號」三型除了突破世界紀錄之外，還蘊含著很

多技術升級與創新。例如，艇體的材料是一種由我國自主研發的輕質低密度、高強抗輻射的

複合織物材料，對科學研究和工程應用都具有重大意義。

浮空艇團隊致力於站在世界之巔解決科學難題，先後九上高原，順利完成被立意為「巔

峰使命」的青藏高原科考工作。未來，他們將繼續奔赴其他地方開展科考，續寫「巔峰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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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蘭花，寧夏吳忠人，是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利通區金星鎮王蘭花熱心小組黨支部書記、慈善協會會長。

2005年，以王蘭花為首的七名離退休幹部與愛心人士一起成立了吳忠市首個社區志願者服務小組——「王蘭花熱

心小組」。熱心小組堅持「弘揚雷鋒精神、服務奉獻社會」的宗旨，開展「熱心」接待群眾、「細心」調查瞭解、

「誠心」教育疏導、「耐心」調解糾紛、「公心」處理問題的「五心服務」，為社區居民做好事、辦實事、解難事。

王蘭花和熱心小組成員悉心照料著社區的孤寡和獨居老人，定期為他們洗澡、剪指甲、拆洗被褥，時常幫長者

購買並配送食物。每當群眾遇到矛盾糾紛，他們總是找王蘭花協助解決，因為她為人真誠可靠，處事不

偏不倚，以理服人，她的嘉言懿行促使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志願者隊伍。

在一次走訪慰問中，王蘭花聽說裕西社區的張金霞女士因外出謀生而無法照顧家中八十歲母

親和十歲孩子。從此，王蘭花經常帶領熱心小組的成員上門義務照顧她們，並為她申請到了城市

低保公益資金，更協助張女士在社區尋找公益性崗位，令其家人的生活得到基本保障。

由於裕西社區有十多個民族，所以每年的農曆新年、端午節、中秋節等中華民族傳統節

日，王蘭花熱心小組都會統籌「百家宴」聯歡盛會，吸引區內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居民共同參

與，以拉近鄰里之間的距離，增強社區凝聚力。

王蘭花表示：「我到這個年紀，時間也不多了，我一生盡力幫助他人，活得非常充實。如

今，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輕人加入我們，讓熱心小組能永遠持續下去。」

十年已過，王蘭花帶領熱心小組先後為居民解決各類困難七千多件，調解各類民事糾紛六

百多宗，開展公益活動七千多場次，推動利通區志願者從最初七人發展到六萬餘人，讓蘭花芬

芳志願服務在吳忠這片熱土上常開常新，是實至名歸的現代「活雷鋒」。

巾幗英雄巾幗英雄

「澳門八景」是有新舊之分的，兩者分別於1992年和2019年評選而成。在新舊八景之前，還有「濠鏡十景」，包括：南灣浴日、蓮峰夕照、濠鏡夜

月、雕樓春曉、三巴曉鐘、青洲煙雨、雞頸風帆、橫琴秋霧、望洋燈火和蘭寺濤光。但因時代變遷，一些昔日美景已不復存在。

1992年，澳門楹聯學會、澳門攝影學會、澳門歷史學會、澳門中華詩詞學會、中區扶輪社、澳門美術協會、澳門獅子會和澳門教育文化藝術學會八個

社會團體，組成了「澳門八景」評議會。評選需要考慮景觀的歷史性、時代性、可觀性和連續性，並於一年後從候選的43個景點中挑選出「澳門八景」。

最終選出的「澳門八景」包括：松山炮台、松山燈塔（又稱東望洋燈塔）的「燈塔松濤」，友誼大橋的「鏡海長虹」，媽閣廟的「媽閣紫煙」，普濟禪院

（俗稱觀音堂）的「普濟尋幽」，大三巴牌坊的「三巴聖跡」，盧廉若公園的「盧園探勝」，龍環葡韻住宅式博物館（景區尚包含嘉模聖母堂、十字花

園、氹仔市政花園等）的「龍環葡韻」和黑沙海灘的「黑沙踏浪」。

2019年適逢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且「澳門八景」已有二十多年歷史，需要重新審視，為了慶祝這個別具意義的年份，中華文化交流協會主

辦了「澳門新八景」全球票選活動，凡年滿十二歲的澳門及海內外人士均可參加，旨在選出能代表澳門新里程、新面貌的景物。原本較為民主，但因網絡

上出現不少千奇百怪的提名名單，如全球最昂貴的百億輕軌、最受遊客歡迎的金光大道和各大著名娛樂場，籌委會難以採納。最終，他們邀請文化、旅

遊、城規等有關政府部門和社團代表組成「專家提名委員會」，選出最能代表新時代澳門的二十個景點，再供網友投票，從中選出「澳門新八景」。

「澳門新八景」的最終結果竟與原「澳門八景」完全不一致，當中又有甚麼原委？下期再為同學們分析！

「澳門八景」有新舊之分？ 黃天俊

身體力行，退而不休 張連印

霜降向人寒，輕冰淥水漫。蟾將纖影出，雁帶幾行殘。

田種收藏了，衣裘製造看。野雞投水日，化蜃不將難。

《詠廿四氣詩‧立冬十月節》
唐‧元稹

譯文：

立冬十月，天上降下霜雪，寒風瑟瑟吹向人們，河流漸漸結起薄冰。月亮纖瘦的輪廓出現，飛雁向南飛去殘留幾行身影。田間的莊稼已妥善收

割儲藏，百姓忙於製造好看的皮衣。野雞們紛紛鑽進水中消失不見，仿佛瞬間都化為了大蛤蜊。

賞析： 

立冬為農曆十月的節氣，象徵著冬天的開始。首聯「霜」、「寒」、「冰」三字給人天寒地凍的感覺，頷聯描寫自然界「月影瘦」、「雁南

飛」的現象，頸聯記載了人間收藏作物、製作寒衣的農事活動，尾聯描述野雞進水後化身為蛤蜊的奇景。古時候，人們認為立冬有三種特徵：一是

水始冰，二是地始凍，三是雉雞入水為蜃，作者透過觀察自然界的變化，僅用四十字呈現立冬景象，展現出作者精深的寫作造詣。

現代雷鋒 王蘭花

 讀者來稿 讀者來稿 實現中國夢，青春勇擔當 澳門培正中學     初一     朱子晴

我的父親 廣大中學     高一     李敏玲

2003年，共和國少將、河北省軍區原副司令員張連印退休後回到家鄉，毅然開展綠化荒山、防風治沙工作。即使身患癌症，仍奮鬥不息。十多年來，帶

領團隊綠化荒山1.8多萬畝，植樹200多萬株，為改善左雲縣環境、治理京津風沙源作出重大貢獻。

張連印歸家時，當時的張家場村有土地1.7萬餘畝，耕地只佔36％，其餘土地荒漠化十分嚴重。張連印不懂技術，就購買有關林木的書籍自學、到東北的

林場考察、四處請教專家，學習造林綠化經驗，還用自己所有積蓄承包下村後3000畝荒山。他曾立下「義務植樹、綠化荒山」的軍

令狀：「植樹造林、防風治沙，是咱們國家的一項戰略工程，作為一個退休老兵，我想把植樹造林作為自己退休後的最

後一個戰場。我不要林權，不要地權，退耕還林的補助全部交給村民，生態建設成果無償交還集體。」

「我們左雲縣地處首都周邊，是京津風沙源重點治理地區。我們多栽一棵樹，就能為首都人民減少一粒沙。」這

是張連印常說的話。讓家鄉黃土披綠裝、清水村頭繞，是張連印的夙願。十多年來，他先後參與了「首都水資源井灌區節

水灌溉」、「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水利水保專案」等項目的建設。每天早上5時，他便與植樹工人攜帶樹苗上山工作。這種

堅持不懈的精神感染了當地的幹部、群眾，促使百萬之眾加入荒山綠化隊伍。

2007年7月，張家場村被確定為「山西省生態園林示範村」。為了大面積植樹造林，張連印又改造沙灘、平整

土地，建設300畝苗木基地，培育樟子松、油松、杜松、雲杉、楊柳等多種樹苗，為全村、全鄉，乃至全

縣的綠化提供優質種苗。2011年，張連印被確診為肺癌中期，隨後幾年又相繼查出腦梗、肺癌

骨轉移等多種病症。可即使身患重疾，他仍無所畏懼，病情稍有好轉便立刻回到「戰鬥崗

位」。

昔日荒山野嶺、風沙肆虐的家鄉，如今已河山披翠、綠水青山。從保家衛國到植樹

造林，張連印在不同的戰場，踐行著同一顆初心，守護著同一個家園。脫掉的是軍裝，未被

褪去的是本色，張連印以軍人的血性和意志，征服風沙，綠化荒山，書寫了一名共產黨員擇善

固守、為國為民、不辭勞苦的精彩人生。

在我的人生裡，有一個男人，用他穩而有力的臂彎和滿佈繭子雙手，撐起了我整個童年。

小時候的我，體弱多病，隔三差五便會生病。五歲那年，我發了一場高燒，窗外「滴答滴答」的聲音在腦海裏揮之不去，母親一邊用毛巾替我降

溫，一邊望向父親，急切地問：「該怎麼辦啊，玲玲身體很燙，醫院又那麼遠，這個時間又沒有車，總不能等到明天吧？」

我強忍著不適，睜開眼看著父親，只見他把手放在我的額上，隨後便拿起一件外套套在我身上，把我背起來，對母親說：「我帶玲玲去醫院，你在

家裡照顧姐姐們吧。」

那時天色很暗，幾乎看不清前路，父親卻毫不猶豫地向前跑。他的雙臂托著我，雙腳急促地跑著，先前下的小雨讓地面造成一個又一個小水坑，父

親一邊跑著，水一直濺在他的褲腳上。街上寧靜一片，「吵」的只是父親的喘氣聲和腳步聲。

長大後，我去了上海工作，遇到了許多人和事，當我看到街邊的流浪狗，流浪貓，我會給牠們東西吃，看到有需要的人，我會伸出援手。這是父親

教給我的。我的父親，是個善良和藹可親的人，他教會我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便是人性的善。

在上海工作了幾年，回家的次數屈指可數，每次見到父親母親，都發覺他們的鬢角越來越白，腰越來越彎，臉上的褶子也越來越多，但不變的，是

對我的愛。

我打電話給他們的時候，總是要等一會兒才被接通。我知道，是他們的聽力變得模糊了，每次問及他們的生活近況，他們總是報喜不報憂。隔著螢

幕的我，心裡只感覺陣陣酸澀。

思緒萬千，我決定辭職回到澳門，與父母共享天倫之樂。

曾經小小的我，躲在父親臂彎裡，被父親保護著。現在，我已成為可以替他遮風擋雨的樹陰。

宇宙，既神秘又令人嚮往。它是孤獨的，因為沒有另一個宇宙的陪伴；它是深邃的，因為沒有光亮的照耀；它是多彩的，因為宇宙中的點點星光，

承載著無數人的夢想。這些星光是中國人的夢，是宇航員的夢，也是我的夢！    

小時候母親講完故事，準備要離開，我總拉著她，讓她再多陪伴我一會兒。母親就會告訴我：「我去天上給你摘星星啦！」聽到這兒，我就會放開

手，躺在床上，期待著明天的星星。每天早上，我總會得到一顆五彩的紙星星。那時的我，就像收到了黃金珠寶般，既開心又興奮。慢慢地，在我心裡

種下了一顆要到天上摘星星的夢想的種子。

在飄揚著五星紅旗的太空艙裡，有三位「追夢者」——他們是翟志剛、王亞平和葉光富。王同志在離開地球前，對她的小女兒說：「媽媽到天上給

你摘星星啦！」對啊，中國航天夢再也不是夢，夢想早已成真。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經過一次又一次挫敗，一次又一次嘗試，他們敢於探索的精神、不折

不撓的態度，成就了國家的航天事業。

由古人把鞭炮安裝在椅子上，妄想飛上天空，到第一輛月球車、第一部載人火箭，中國航天迅速發展。我看到了，三位追夢者以及其他宇航員，一

次次地踏進宇宙這個神秘的世界，逐步實現中國航天夢。甚至今天，他們還可以在火箭上給我們上一課「天宮課堂」。中國人的努力和勤勞，使夢想不

再是夢想。    

或許我不擅長電腦編程，或許我不擅長天文科學，但說不定有一天登上月球的中國人，是我的同學，是我的朋友，甚至是我自己呢？新聞報導說澳

門和香港開始招宇航員了，這是前所未有的大事呀！我們年輕一代背負著上一輩的宇航夢。作為祖國的花朵、祖國的棟樑，我會腳踏實地，努力完成前

輩交給我們的任務，共同追逐那顆中國航天夢的星星。    

我把手舉向天空，就像在撫摸那閃耀的宇宙，它是我的目標，是我的夢想，更是中國航天飛行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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