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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縣有百歲以上 

的老人三十二名 

，被稱爲「長壽 

之
鄕
」。

據說這些百 

歲
老人
，大多數 

是生活在山區， 

以耕田爲生。他 

們長期住在山蒔 

裏
，生话都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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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但中共有 

闕當局對少數民 

族很關心，時有 

派專門醫生爬山 

涉水到山區巡迴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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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老人免費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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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辣蛋摧 
結婚禮餅 

经日蛋糕 
备欺中餅 

品質精良 
值格公平 

二楼茶座 
地方雅潔

五 二 街 化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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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期爲各位讀者介紹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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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
湧
滑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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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白
it的產地用途等等今m 
待熟透無小點爲佳，再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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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家介紹另一種比較名 
工後，才成爲現市面中新店 

貴
，價錢也算貴一點的很普，"
曾的天麻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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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中草药，這也是經常配 

天麻在"
战
剤
齧
乜 

"
跨
，0
尼一 起作山補頭風 
很常用，其体功 
6fc:
气象， 

T
頭珀的草，
此乃係.•
「
袪现濕，通
忒
一̂

叫 

天變稱叫天麻」. 

腰膝風濕痛忘熱眩2  

明天麻乂稱天麻，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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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時須比較肥沃併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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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小心，以防碰傷，挖
山
壊
，寄
生
於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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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濕0 

後去凈莖鬚根，洗去砂泥， 
森林中，銀候也要適宜，天 

皮
，再用稻谷 
麻在溫哥華居住的缰〃 

壳擦去粗皮，然後用清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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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去皮後約數拾鐘，不浸 
，這是未經；;謡
譜
球 

入靑水中， #
汁將會受到陽 
煎水飮用，必須力工泡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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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碧琪溫黑霞 

麥德和主演

弟

身體一、二
次
，有病的就 

及時免費送藥上門，逢年 

過節就給這些「壽
星
」送 

肉
、送錢慰問，有困難的 

善
補
助
金
。現在政府已 

决定給他們每人每月發給 

生活補助費。據有關人士 

了
解
，這個巴馬瑤族自治 

縣
，物價比較穩定，大米 

每斤一角四分(
人
民
幣
， 

下
同)
，花生油每斤八角 

八
分
，豬肉每斤八角五分 

，It ■
蛋每個一 
角
，蔬菜 

充
足
，每斤才五分錢。雖 

一然如此，但他們的生活水 

準還是比較低的。不
当• 

就那個地區而論，每個百 

歲老人每月能提供他 
一 些 

一生活補助，也能夠「安度 

晚
年
」了
。

據老人學家評論，巴 

自 
曇族自
治縣
這些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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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長壽的秘密，關鍵在於「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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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闌等十一個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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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十二萬六千老農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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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的三千四百多個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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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參加集體生產勞動 
位
老
人
，每人實得養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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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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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年以上，年滿六十五歲 
都超過二十元。其
中
有
三
。全國倫村現已有養老院 

的男社員和六十歲的女社 
十
多
人
，身體好，仍堅持 
八千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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凳房錢售 
檯厨價現

廣東的藤製品業歷史，相傳起於鴉片戰爭時 
邊一 
般用皮包邊，而中!
淸却獨創用藤皮纖邊，不僅耐用
‘
 

期
。據說當時廣東人將印尼等國輸入的物違包遅蒂邊螺"
讃
T

象芯編織成的各種藤織件，具有中國傳統 

" 
原藤拆下，1
1
,
適應了市塲上的需要。從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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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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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此藤製品業便逐漸發展起來。 

工藝6
/
〔泰脇"
发大童量的南海藤廠.
爲了適應國際市塲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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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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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部份是進口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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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出目I

際市塲暢銷的刨皮上油高檔藤家具一 

目前所用原藤 

，產品精盆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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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開始利用中國出產的藤，主要品種有 

又
海
南
島
的
靑
藤
、雲南的糯藤，粤
北
、江西的佛肚 

藤
，福建的巴老藤，廣西的泥藤等等。廣東藤製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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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有藤宣、藤
織
件
、藤
蒂
、藤家具四大類。產品 

迥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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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究
，造型新穎，美観大方，行銷三十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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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和地區。藤
宣
，是用藤皮編織的半成品。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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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海縣藤廠生產的熊貓牌藤宣
，用藤經染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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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產品永無蛀蟲，然後由無施織宣機織成。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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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0

年榮獲國家優質產品銀質獎，主銷美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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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等國。出口量從一九七八年的一千宛 

二百四十三萬平方尺，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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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報紙的副刊起於淸末，開始時叫「副
張
」或
「附 

張
」，大都登些「淸
閑
」文
字
。一八七二年在上海創辦的 

「申
報
」，就有附載詩詞的副刊，後
取名
「自
由
談
」。
、 

「副
刊
」之名源於北京的「晨報一。據
說
「晨報」原= 

有專欄：
「晨報附鐫」。後來想變動一下，就請一位善寫水 

二隸書的書法家換寫一個刊頭。這位I
家隨手把「附
」字 

寫
成了
「副
」字
，從此出現了「副
刊
」，-
直 
]6用至今一 

=
「五
四
」時
期
，北
京
「晨
報
」、「京
報
」的
副
刊
，上
海- 

一 時事新報」的
「學
燈
」和
「民國日報」的
「覺
悟
」，並譽 

"
爲當時四大副刊，影響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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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藤皮編織成的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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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初在香港床薦市塌上 

所佔比重很小，當時最大的競爭對手是印尼的嗎案，它佔了 

香港市塲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經過七十年代的努力拓展，現在 

中國出口的藤鳶已成爲香港床蒂市塌的熱門貨。在使用功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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