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兴号”创奇迹

“多留点念想在中国”
6月13日上午9时，云南

昆明血液中心的一辆阿狸献
血车开进了云南大学呈贡校
区，近50位留学生与中国大
学生们一同纷纷走上献血车
献血，迎接即将到来的第十
六个“世界献血者日”。

第一个走上献血车的是
孟加拉国留学生吉姆。吉姆
熟练地填写无偿献血征询
表，通过检测后，顺利坐到了
献血位上。他告诉采血护士，
这不是他第一次献血，中国
是他的“第二故乡”，云南大
学更是他的家。“在云大，中
国同学和老师像家人一样照
顾我，我很快要回国了，想多

留点念想在中国。”
11时40分，一位中文名

叫大山的孟加拉国男孩，刚
下课就赶来献血。准备做体
检时，发现忘了带护照。“等
等我，我回宿舍去拿，一定要
等着我！”不到10分钟，大山
气喘吁吁拿着护照跑回献血
点。“终于赶上啦！”大山冲着
大家做了个鬼脸。

在留学生们组团献血的
同时，很多路过的大学生也
加入献血队伍。经管学院大
三女孩赵夕玥，端着刚打好
的饭前来献血。“看看我今天
的身体适不适合献血？”以
前，赵夕玥多次想献血，可都

因为身体瘦弱不合格。“血压
不错，体重合格，可以献。”听
说自己可以献血了，她特别
开心：“身边有不少朋友经常
参加无偿献血，今天有这么
多留学生献血，我也被他们
的热情感染，爱心无国界，我
们都想用自己的力量挽救更
多生命。”

截至17时30分，包括来
自巴基斯坦、韩国、柬埔寨、
老挝、孟加拉国、缅甸、泰国、
印度和越南9个国家的留学
生在内，共有 100 多名云大
学生成功献血，献血量近
40000毫升。

记者 党晓培 文/图

云南人家

“‘嘎嘎’是高兴；‘喔喔’
是难过；‘咕恰’是生气或害
怕……”一身迷彩服的余建
华边模仿着猴子的动作，边
发出各种叫声。

因“懂猴语”，今年67岁
的他被认为是中国特有物种
滇金丝猴猴群最亲近的护林
员。而二十多年前，他却是十
里八乡有名的猎人。

余建华出生在白马雪山
南线一个有狩猎传统的傈僳
族村落——云南省维西县塔
城镇响古箐村民小组。作为
一名孤儿，为了生存，他十多
岁就拥有了丰富的丛林猎杀

经验。
“当时卖掉一只熊掌，就

能过上一周吃饱饭的日子。”
他说，“猴子也是猎人们的目
标。只是我没猎过。”

“他们说服我做护林员，
那时我还被叫作‘小余’。”如
今的“老余”，不经意间已呵
护滇金丝猴二十多年。他已
能通过细微的差别，分辨
出生活在响古箐片区内 68
只猴子的每一只，并通过
叫喊声来了解它们的快乐
或愤怒。

现在，他依然每天带上
两个馒头和一壶水，和村民

一起进山巡护，每周轮休一
天。目前，响古箐村民小组总
共46户人家中，就有护林员
40人。

临近中午的响古箐山林
里，猴群以家庭为单位分散
在树叶遮蔽的枝丫上，许多
家庭都带着一两只几个月大
的小猴子。当大公猴吃饱了，
搂着母猴一起坐着打瞌睡的
时候，这些萌萌的小猴子依
然不停地在树枝上攀爬、跳
跃或打闹。

“看看它们，是不是像极
了小孩子，皮得很。”余建华
说，猴群每天都会换一个过

夜地；为防止生病和破坏环
境，一般等它们选定了地方，
他才下山。“有时，猴子扯着
我的裤脚不让我走。”

余建华的儿子十多年前

已成为护林员。襁褓里的小
孙子还不满周岁，老余也希
望他长大后能将护林的事业
传承下去。

新华社记者 周亮

呵护滇金丝猴二十多年

他听懂了猴语

看看他们，是不是像极了小孩子偎在妈妈怀里。
（新华社发 于凤琴 摄）

“复兴号”动车组列车，是中国标准动
车组的中文命名，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
组织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的动车组列车。

2017年6月25日，“复兴号”动车组
在京沪高铁正式双向首发。2018年4月，从
北京始发的“复兴号”辐射到的中国省会级
以上城市达到15个。

未来，中国将投入使用时速250公里以
上的货运“复兴号”动车组以及时速350公
里自动驾驶的客运智能化动车组。不同时
速等级、不同区域需求的系列化“复兴号”
动车组正在全面研发。

图为“复兴号”奔驰在云岭大地上。
记者 黄喆春 摄

非凡70年

外国人在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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