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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在西安奥体中心进行的第十四届全
运会田径比赛，结束了男子4× 200米接力预赛。苏
建清、雷振辉、林启帮和汤星强组成的福建队，以1分
21秒54获得预赛第一，并且打破全国和亚洲纪录。

该项目的原全国纪录和亚洲纪录，是山东队在
今年全锦赛上跑出的1分21秒66。

预赛第一组，四川队就跑出了1分21秒74接近
纪录的成绩。第二组苏建清、雷振辉、林启帮和汤
星强组成的福建队，和卢志权、莫有雪、骆文熠、张
瑞轩组成的广东队搏杀激烈，最后福建队以 1分 21
秒54排名第一，打破全国和亚洲纪录。广东队1分
21秒82排名第三。

最终福建队、四川队和广东队分列预赛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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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万家灯火，唯愿幸福安康！
一句最平常的中秋祝福，在今年这个特殊

的年份，有了别样的意味。
昨日，天上人间共祝花好月圆人团圆，福建

选手在全运会男子4×200米接力预赛中，打破
了亚洲纪录，为家乡人民欢度佳节添彩；北京第
二外国语学院的学子们，用法、英、德、日、西等
10种语言演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将来自
中国的祝福通过短视频传遍世界；浙江的70后
大叔，近日在贵州用竹子编了一轮中秋月，暖暖
的灯光背后，是他30年如一日的坚持。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苏轼的千
年喟叹，在当下仍然令人唏嘘。南京一位老人，
为了让女儿常回家看看，不得不诉诸法律；昨日
还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症日，老伯自制神器，温柔
守护失忆妻子的故事，也登上了热搜榜，让大家
看到了“我无法打败时间，但可以更爱你”的俗
世真情。

（来源：新华网、中青网、四川观察、央视网、潇湘晨报）

南京一位老人，因身患老年疾病，需长期用药
治疗，退休金不能完全满足其生活所需，所以委托
女儿将自己的住房出售，自己只能一直在外租房。

谁料女儿在父亲住院期间，私自将房屋通过
一手流转，登记到自己名下，并将该房产对外出
售，却未支付父亲任何房款。

之后，因为亲生女儿转移房产后，仍对自己
不管不顾、不尽赡养义务，老人深感孤独无助，无
奈之下，只能一纸起诉书将女儿诉至南京市鼓楼
法院。

他的女儿宣称，父母离异后，自己未感受过
父亲关爱，所以不同意承担赡养义务。法院判
决：1.女儿支付父亲当年前五个月赡养费 16500
元，并自此后每月向父亲支付赡养费 3300 元；2.
女儿每两个月看望父亲一次，在法定节假日中
秋、端午、元旦各探望父亲一次。

句句深情祝福
高校学生10国语言翻唱宋词

70后非遗传承人
用竹子编织中秋月

佳节给家乡添彩
福建队破亚洲纪录

对老父不管不顾
法院判决不孝女“常回家看看”

失忆症野蛮行为引围观
丈夫自制神器温柔护妻

今年的 9月 21日是中秋佳节，也是世界阿尔
茨海默症日。统计显示，我国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超过 1000万，居全球之首，预计到 2050年将突破
4000万。患者不仅有中老年人，还有三四十岁的
青壮年。

据说，每个有认知障碍症老人的家庭，都有一
个“神迹”。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记忆障碍诊疗与研
究中心接诊的一位阿姨，2010年被确诊为阿尔茨
海默病，一直由老伴杨伟祥照料。如今，阿姨已经
不会说话，对世界也失去了感知。

杨伟祥老人今年70岁，妻子比他小一岁，而且
多年前就没了沟通能力，“都是我认为她怎么样，
她就是怎么样。比如说，我觉得她冷了，就会给

她加衣服”。
近年来，阿姨逐渐变得暴

躁、焦虑，每次外出，其“野蛮”
行为总是引来围观。为了保
护妻子，杨伟祥老人特制了
一把扇子，上面写着“温馨
提示，此人患失忆症，若有
异常行为，请您谅解，谢
谢”，让人看了温暖又心酸。

临近中秋之际，一位来自浙
江的 70 后大叔，在贵州赤水用竹

子编了几样东西，视频上线后，网友
纷纷表示太厉害了!

这位大叔名叫修竹，是一位竹编非
遗传承人。中秋节前夕，他做了几款月灯

和花瓶，在网上迅速走红。一根根不起眼的竹
子，变成了精美的工艺品，见过的人都是止不住地称赞
惊艳。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看起来轻松有趣的竹
编，背后其实非常繁琐枯燥。一个最简单的篮子也需
要几道工艺。而修竹，因为源自心底的热爱，一坚持就
是30年。修竹的父亲也是一名篾匠，从小耳濡目染，让
修竹对竹编非常感兴趣，更重要的是他对竹编手艺的
弘扬和传承。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竹编手艺，修竹把自己
的编织过程以视频的形式分享到网络上，让更多人近
距离地了解和感受中华竹编的魅力。

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宋朝大词人苏轼用《水调歌
头·明月几时有》描绘了一幅悠远的画卷。千年后的北
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子们，用 10种语言翻唱“但愿人长
久，千里共婵娟”，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今年的中秋佳节，该校学子们献上了自己制作谱写
的赞歌，并借助短视频的优势，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出
去。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将《但愿人长久》
改编成10种语言版本，深情诉说新时代的望月
故事，让古词重焕生机。

要完成这个 MV 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
力，从请教老师翻译、学唱到进棚录音，再到
定妆、录 MV，学习不同语种的同学从相识
到相知，同学们都说，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
体验。摄制组则从演员的视角，跟拍整个团
队的运行和推进，记录了十人出镜、三十余人
幕后付出的过程。

全运会福建队选手汤星强（前）和林启帮
在比赛中交接棒

学子们用10国语言演绎《但愿人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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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祥特制的“护妻神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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