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0 中國新聞
責任編輯：呂 陽 方展傑

【本報訊】據新華社瀋陽二十九日消息
：從11月下旬開始，遼寧省啟用無人機對海
域海島進行試點監測。截至28日，已完成對
大連、錦州、盤錦三市部分海島、沿海區域
的監測，這也是中國沿海省份首次利用無人
機開展海域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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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石家莊二十九日消息：由公安部
掛牌督辦的河北蔚縣南安寺塔地宮文物被盜案歷時半年成
功告破，12名犯罪嫌疑人被抓捕歸案，追回遼代舍利金塔
、彩繪木雕四大天王像等109件珍貴文物。

南安寺塔位於張家口市蔚縣城內南門西側，始建於北
魏，重修於遼金，塔高 28 米，為一座八角十三級實心密
檐磚塔，具有典型的遼代風格。2001年被國務院批准列為
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3 月 9 日，蔚縣公安局接到南安寺塔附近一名居民張
某報案，稱其家中被盜，屋內堆放大量裝有泥土的編織袋
，在東屋北牆處隱藏一個盜洞，目測方位直通距離 10 米
遠處的南安寺塔。蔚縣警方勘查發現，塔下地宮諸多文物
被盜。

公安部和國家文物局隨即派員赴現場督辦。公安部和
河北公安廳將此案列為 「2011年打擊文物犯罪專項行動」
中掛牌督辦案件，河北省和張家口市公安部門成立了專案
組，迅速展開偵破工作。

專案組先後派出 18 個調查組分赴石家莊、承德、張
家口以及北京、山西、山東等地偵案，從 4 月底至 9 月 6
日，先後在山東和河北將涉案人員抓獲，追繳被隱匿在山
東臨淄的被盜文物。

河北省文物專家表示，被盜文物數量之多，珍貴程度
和歷史研究價值實為罕見。追繳的金器、銀器、青銅器、
木器、瓷器等109件文物中，重檐金塔、仰蓮座重檐銀塔
、蓮座彩繪木塔、鎏金木塔、彩繪木雕四大天王像等文物
工藝精湛，是國內難得一見的文物珍品，對研究遼代社會
的政治經濟文化具有極其重要價值。

中國啟用無人機監測海域 河北南安寺塔竊案告破
追回被盜文物109件

黔顏大賽演繹黔顏大賽演繹
【本報記者勞莉貴陽二十九日電】28 日晚， 「中天．未來方舟」

杯中國（貴州）民族服裝設計大賽總決賽在貴州舉行。流光溢彩、絢
爛亮麗的舞台上，29名設計者、140件作品，為觀眾呈上一場民族服裝
服飾文化的盛宴。

大賽以 「黔顏．藏鋒」、 「黔顏．峥露」、 「黔顏．蛻變」、 「黔
顏．希望」四個篇章，展現設計師對少數民族服裝元素的挖掘和再造，
體現出具有中國民族文化特色的底蘊。 「貴州17個世居少數民族文化名
片」穿插其中，使絢麗繽紛的原生態服裝文化與時尚多姿的民族服裝設
計文化得到完美融合。

經過激烈角逐，10位選手獲得了10強選手獎項，6位選手獲得單項
獎，貴州多彩雪飛文化旅遊商品的《貴州印象》服裝設計獲得金獎；比
賽還頒出十佳服裝設計獎、最佳工藝獎項、最具市場歡迎獎等獎項。

本次服裝設計大賽以 「時尚黔顏」為主題，以原生態民族服裝與時
代創新相結合，少數民族純文化與時尚元素相結合為宗旨，充分展現中
華民族特色文化。大賽自9月啟動活動以來，組委會累積收到來自全國
的400餘件作品。經過甄選和評比，最終來自貴陽、北京、上海、成都
、蘇州、福建等14個地區設計師的29件作品入圍總決賽。

遼寧省海域動態監視監測中心主任方朝輝說，通
過試點航拍，今後將逐漸覆蓋全省15餘萬平方公里海
域和 506 個近海海島實施全面監控，確保海洋經濟持
續健康發展。據悉，遼寧省海洋與漁業廳已對無人機
監測航拍予以立項，明年有望投資1000萬元推進這項
工作開展。

「以往對海域和海島的監測，大都通過衛星拍攝
和人工實地測量。」方朝輝說，與前兩種方式相比，
無人機優點明顯。除機動靈活、易於起降，還具有低
空大比例尺製圖、小區域高分辨率，以及遙感數據獲
取效率等高等技術優勢，還可針對重點水域、岸線、
海島（礁）等進行重點及大頻次監測。

方朝輝說，今後將在陸地監測基礎上，逐步實現
無人機航空監測、海上執法船監測三位一體立體監測
，特別是對一些難以實地監測或用海面積較大的區域
規劃用海項目進行有效監控，減少違法違規用海現象
的發生，還將為海洋功能區劃、海岸保護及利用規劃
等提供信息和數據支撐。

作為中國最北的沿海省份，遼寧省地處東北亞地
區中心位置，面向太平洋，是中國萬里海疆的最北端
，與朝鮮隔江相望，南鄰黃海、渤海。大陸海岸線全
長約2200公里，島嶼岸線長約650公里，海域面積約
15.02萬平方公里，近海分布大小島嶼506個，島嶼面
積約187平方公里。

【本報訊】以保護關公文化遺產為宗旨，經民政部批
准成立的 「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關公文物保護專項基金」
28日在北京宣布成立。

關公是三國名將、中國武聖、華夏文化名人。作為世
界各地華人敬仰的象徵，關帝廟遍布世界161個國家和地
區，在國內部分關帝廟屬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對象。

新華社引述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理事長馬自樹表示，
「關公文物保護專項基金」設立目的是推動保護全國乃至

世界範圍內的關公文物。他說，發展關公文化遺產，有利
於保護歷史和促進社會和諧。

專項基金管委會執行主任張潤香表示，關公文化能凝
聚民族性格和精神，是全世界華人溝通感情觸引共鳴的音
符，弘揚關公文化，對加強道德建設、復興中華文明都有
幫助。他透露，管委會近期計劃開展一系列以關公為主題
的活動，如配合政府修復北京西四北 「護國雙關帝廟」、
啟動 「威震華夏──與關公同行」（關公文保七省遊）、
申請關帝廟為 「雙遺」、舉辦首屆關帝廟世博會、在世界
各國興辦關公學堂等。

文萊僑領、關公七十二代傳人關英才多年為弘揚關公
文化奔波於海內外，他期望將關公的美德傳給年輕人，讓
少數民族也更多地了解關公，普及關公文化，凝聚民族精
神，促進兩岸交流。

京成立專項基金保護關公文物

【本報訊】據中新社南極中山站二十九
日消息：經過 26 天、7800 海里的海上航行
，中國第28次南極科考隊29日抵達中國南
極中山站。

經過 26 天、7800 海里的海上航行，中
國第28次南極科考船 「雪龍」號29日順利
抵達中國南極中山站陸源冰卸貨地點。中國
第 28 次考察隊領隊李院生說，此次南極科
考是 「雪龍」號近幾年南極科考的航行中抵
達中山站最快的一次。

根據 「雪龍」船航海日誌，船時 29 日

凌晨3時（北京時間早晨6時），雪龍船穿
過密集浮冰區，到達中山站所在的普里茲灣
的陸緣冰邊緣，3時40分，沿南極印度站俄
羅斯考察船此前開闢的冰上航道前行。

中國第 28 次南極科考隊領隊李院生、
書記劉刻福一行29日10時乘直升機抵達南
極中山站，看望了在中山站越冬的中國南極
科考越冬隊員。

包括中國南極科考內陸隊的隊員在內的
部分隊員已經乘直升機抵達中山站，開始緊
張繁忙的卸貨準備工作。

中國南極科考隊抵中山站

【本報訊】無人機以其無人駕
駛的特性、低成本的經濟性及廣闊
的市場前景，成為世界航空裝備發
展的熱點。中國自2006年珠海航展
起推出無人機概念，此後在軍用還
是民用方面均發展迅速。

在2010的珠海航展上，中國推
出25款無人機，其中WJ-600 型號
無人機引起國內外普遍讚嘆，該機
飛行速度可達每秒 200 米，遠勝於

一般無人機的 20 至 30 米速度，且
飛行高度可達 1 萬米，高於一般無
人機的2000米高度，成為珠海航展
的明星。

除軍事用途外，中國的無人機
在民用領域亦廣為使用。桂林航龍
公司自主研發的 「千里眼」無人機
，不但可用於地理地形勘查，在
2008年南方雨雪冰凍災害、四川汶
川大地震中還被用於航拍災區以判

斷受災情況，它第一時間發布北川
縣城地震受災情況的航拍遙感遙測
照片與數據，大受好評。

無人機航拍功能被認為可在防
恐反恐、災情評估、邊境巡邏、油
田監控、電力巡線、野外搜救等領
域發揮積極作用。此外，無人機還
可用於查勘農業災害，核查農地面
積，甚至用於核查建房住房信息等
等。

無人機用途軍民兼備 ▲河北蔚縣南安寺塔塔高28米，為一座八角十三級
實心密檐磚塔 網上圖片

29日，中國第28次南極科考隊抵達
南極中山站 中新社

▲中國飛航技術
研究院在珠海 8
月航展展示自主
研製的 WJ-600
中程高速無人機

中新社

特特寫
28 日上午，鞭炮聲中，新加

坡前總理、榮譽國務資政吳作棟
的二嬸、胞妹等一行六人來到福

建永春縣湖洋鎮吳嶺村吳氏宗祠，門口貼了一張紅紙
： 「熱烈歡迎佳欽夫人等華僑宗親尋宗謁祖」。

佳欽夫人是吳作棟的叔叔吳佳欽的夫人，她這次
攜小女兒首次回鄉謁祖，同行的還有吳作棟的兩個妹
妹吳清燕、吳清芬及她們的丈夫。

在吳氏宗祠和祖屋上厝堂，吳家一行鄭重地給祖
先上香。

上厝堂，就是吳作棟父親吳佳昆的出生地。當年
，只有8歲的吳佳昆隨長輩逃難到了新加坡，從此安家
異邦。上厝堂多年無人居住，瓦漏牆歪，吳作棟胞妹
吳清燕後來回鄉看了祖屋的狀況後，便呼籲海內外親
族一同集資修葺了祖屋。

這次回來看到修葺一新的祖屋、吃着家鄉的蘆柑

、品着家鄉濃濃的佛手茶，心裡油然充盈着溫暖的鄉
情。

「幫我把每個角落都拍拍照片。我要把已經修葺
之後的祖屋的照片帶回新加坡去給大哥大姐他們看看
。」吳清燕說。

少小離家老大回
在回吳嶺前，佳欽夫人先回到位於桃城鎮侖山村

的娘家。看到娘家的祖屋，這位離家赴星時年僅九歲
、而今已是白髮蒼蒼的老人無限感慨。 「上次回永春
是24年前。當時娘家的祖屋還好好的，現在都坍塌了
。24年了，我八十多歲了，終於又回來了。」

「這裡是我母親做飯的地方，這裡是睡覺的地兒
，還有這裡是我二叔的，這間是伯嬸的……」走進荒
廢已久的娘家祖屋，佳欽夫人的興奮溢於言表。當年
在哪裡曬穀子、在哪裡踢毽子、在哪裡玩泥沙，她都

記得清清楚楚。

家常飯菜常回味
身為高級財經顧問的吳清燕是吳作棟最小的妹妹

，她已深深愛上了故鄉的一切。近一年多來她回鄉三
次，平均五個月回來一趟。這一回更和丈夫一起 「威
逼利誘」，把自己的小女兒、二姐夫婦及二嬸一齊帶
上了回鄉路。

「黎玲啊，今天能不能吃到那種粉──紮成一小
捆一小捆的那種啊？」在前往吳嶺的路上，吳清燕羞
羞地問。

「當然有啦。那叫魔芋。是採來山上的野生植
物，磨成粉，做成粉絲的。」聽到原僑辦主任梁黎
玲肯定地回答後，年逾六旬的吳清燕卻高興地像個
小女孩。

「一直都知道家鄉在永春，但卻不懂得永春在哪
裡，是什麼樣子。原來這裡這麼美，空氣這麼好。還
有家鄉菜這麼好吃，白鴨湯、芋頭、冬粉、榜捨龜、
菜乾飯、魔芋、小腸過饑草湯……」家鄉好，家鄉菜
好吃，家鄉的山水甚至美過新加坡。說起家鄉，吳清
燕就笑語不停。一行人在家鄉的蘆柑園合影，要把家
鄉的蘆柑園永遠地保留在記憶中。

【本報永春二十九日電】

最是難忘故園情
─吳作棟家人回鄉謁祖側記

本報記者 鄧德相 通訊員 梁白瑜、施由森

▲吳作棟胞妹吳清燕（右一）、吳清芬（左二）一行六人在家
鄉福建省永春縣吳嶺村的蘆柑園合影 本報攝

▲2011中國（貴州）民族服裝設計大賽金獎得主林雪飛的作品 中新社

▲模特兒在舞台上展示參賽設計師的作品 新華社

▲ 「翔龍」 無人偵察機

▲中國海軍艦艇編隊太平洋訓練，圖左上角可
見海軍無人機協同活動 網絡圖片

▲ 國 產 CH3 型
無人攻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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