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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帖热传
手机进水怎么办，用大米来

解救

怎样用大米来解救进水手机？网帖是这
样描述的：第一步：捞出手机；第二步：卸掉电
池，不要按任何键，也不要关机；第三步：去除
水分，不要使用吹风机或者拿到炉子旁烘烤，
用干净的毛巾快速擦拭；第四步：干燥处理，
将手机在干燥的米袋里放置 24 小时以上。
最后还附上说明：如果是 iPhone 手机，操作
更简单，擦干放到大米里就行了。

简单的几步操作，然后静静等上一天，
“溺水手机”就能抢救过来了吗？

实验验证
“偏方”不管用，两部进水手

机无法开机

记者来到一家手机店，店主姜峰准备了
两款手机，一部是后盖不可拆卸的苹果手机，
一部是后盖可以拆卸的诺基亚手机。两部手
机均充好电，试用没有发现异常。

将两部手机分别放入装有清水的盆中。
手机刚落水时，都可以正常使用。但半分钟
左右，苹果手机开始出现屏幕异常，屏幕上隐
隐约约还能看见时间，但是已经没法进行操
作了；诺基亚手机则自动进入白屏关机页面，
几秒过后屏幕就黑了。

捞出手机时，记者看到，手机从外观上看
起来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打开诺基亚手机的

后盖就可以看到，手机内部已经完全进水，电
池上以及电路板上，都有一些细小的水珠。
将两部泡过水的手机的外表擦干，但是再拿
着手机甩一甩，仍然能从手机缝隙里甩出水
来。按照网帖上的说法，记者将两部泡了水
的手机“埋”进装着大米的塑料袋里，将塑料
袋袋口扎起来。

第三天中午，两部手机已经安静地在大
米里“躺”了48小时，从米袋里取出后可以看
到，手机的表面很干，看不到一点水分。不
过，记者多次尝试按开机键，两部手机的屏幕
却怎么也不能亮起。

“虽然手机表面上水分没了，可是进到里
面的水已经损坏了手机内部的电子元件，救
不回来了。”姜峰说，“里面的主板说不定已经
锈了。”

业内人士
手机进水要及时送去修

经过48小时的“大米治疗”，手机还是没
有“复活”。看来，网帖中的方法是不靠谱
的。姜峰说，大米的确有一些干燥的作用，能
吸走手机表面的水分，却没法处理手机内部
的水渍，“手机进水会导致短路，可能会烧坏
屏幕或者主板，这根本不是靠大米吸水就能
解决的”。

朋友圈经常有人晒类似的经历：“今天手
机掉水里了，我迅速捞了起来，竟然还能接着
用，一点异常都没有。我买的×××手机太
牛了！”网友们纷纷点赞，或者表示惊讶。记
者在实验过程中也发现，两部手机在刚与水

“亲密接触”的时候，也都没有立即黑屏，相反
在短时间内还能“水下作业”。

这时候，手机立即捞起来，还能接着用
吗？姜峰的回答是，最好不要冒这个险。他
告诉记者，现在的手机或多或少都会做一些
密封和防水的设计，但这并不代表手机就不
怕水了。“空气中水蒸气无处不在，还有下雨
的时候又有雨水。很多手机的一些防水设计
并不是指手机泡过水也没问题”。因为手机
泡过水，多少都会造成一些损害。

姜峰解释，手机浸水之后一时还能用，可
能是因为水没有完全渗透到主板，但如果对
手机的“健康状况”不管不顾，继续使用，就会
加速内部元件损坏，甚至可能起火或者爆炸，
存在安全隐患。另外，实验中使用的是清水，
而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手机常常会掉进污水
或海水里。姜峰表示，有杂质的水，比起清水
往往更容易腐蚀手机，而且即使水干了，一些
杂质仍然附着在电路板上。

手机进水怎么办？

姜峰给了大家几点建议。
1.直接打开电池盖、拆下电池；
2.切勿按手机的“开关键”；
3.送到售后维修点及时进行检修、清洗，

同时，告诉维修人员手机曾经进过水；
手机泡水后，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捞上

来，把表面擦干。最忌再次运作，容易立即引
发手机主板短路，尤其在人们不注意的情况
下，一旦触及开关键，就会立即向手机发送指
令，这个行为最容易导致手机爆炸。（现快）

没用，应及时送修

手机进水放大米里就能修好？

前几天晚上，打电话询问回老家的
母亲身体最近好些没，老人家说：“吃些
中药好多了。”母亲身体不是很好，一犯
病饭都不想吃。我们平时上班，在家陪
她的时间少。星期天带女儿回老家看母
亲，正巧高中同学回来了好几个人，想见
见。当时母亲正在病中，准备去输液，送
她去诊所不让，反劝道：“你同学好不容
易回来一次，你快点去吧！我自己行。”

这让我情不自禁想起了那篇催人泪
下的文章——《一个母亲一生撒的 8 个
谎言》。从我不饿、我不爱吃鱼、我不困、
我不渴，再到我不习惯、我不疼……

小时候，男孩家里很穷，母亲总把自
己的饭分给孩子们。吃鱼，母亲把肉给
孩子，自己啃鱼骨头。为了贴补家用，母
亲半夜还弓着身子在油灯下糊火柴盒。
孩子参加高考，母亲在烈日下一站就是
几个小时，不舍得喝带来的茶。父亲病
逝，母亲谢绝别人的好意，始终不嫁。为
了减轻孩子们的负担，下岗后在农贸市
场摆小摊，还拒绝了孩子接她一起生活，
直到晚年患了胃癌，远在大西洋彼岸的
孩子乘飞机赶回来，术后的母亲已是奄
奄一息，用最后一个“我不痛”的善意谎
言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还记得那则不知道看哭了多少儿女
的电视公益广告吗？空荡荡的屋子里，
电话响起，年迈的父亲告诉女儿自己一
切都好，可挂了电话，老人孤寂外出，独
自照顾生病的老伴儿。广告结尾反问观
众：“老爸的谎言，你听得出来吗？”

父母总是默默给我们温暖，激励我
们前进。他们含辛茹苦地将儿女养大成
人，却从来不索取回报。很多时候，父母
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就会用一个个
善意的谎言遮拦过去。作为子女应多体
会父母善意谎言背后的良苦用心，变被
动为主动，珍惜时光，用实际行动报答父
母的爱。 （邱利刚）

善意的谎言

浴——川西竹海

从成都南行，不建议走高速公
路，最好沿着国道213走，其间会有
众多惊喜呈现眼前。

以乐山城为分界线，往北是成
都平原，那里在阳春三月是金黄的
油菜花的世界。而在秋季，则适合
从此向南。当路两边的竹林越来越
多、越来越密集的时候，就表明，你
已经走进近年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的
川西竹海了。

称其为“海”，名副其实。近20
年来，为了减少长江上游荒漠化和
防止洪涝灾害，政策鼓励川西地区
广种经济价值较高的当地特产茨
竹。如今在乐山大佛周边以及靠近
小凉山脉一带，80%的区域已成为
竹林的世界，川西竹海由此而来，

“全国竹子之乡”“生态氧吧”“生态
旅游县”等都是在说这里。

川西竹海的核心位于沐川县
境内，从地图上看，这里位于岷
江、大渡河、金沙江之间的三角地
带。资料介绍，在这片将近 2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植物基本上以
竹为主。

竹海一眼望不到边，竹林大道
更是仿佛没有尽头，驾车穿越这片
竹海，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两旁
翠竹遮天蔽日，偶尔有鸟鸣传来，幽
静的氛围让人感觉已远离尘世。

赏——丹霞地貌

在川西南地区，在厚厚的植
被覆盖之下，到处都是丹霞地貌
包裹的红砂岩。“凡是有丹霞地貌
的地方，都有美景可看”，对于丹
霞地貌，早就有人如此总结。此
言不虚，无论是广东的丹霞山，还
是四川的乐山大佛，丹霞地貌总
是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自然和人文
奇观。

川西竹海中也不仅仅只有竹，
竹海中的丹霞地貌隐藏了太多的自
然和人文资源，“潇洞飞虹”就是其
中一处极有代表性的美景。在国道
213 线沐川县城郊外 20 余公里处，
红色的悬崖峭壁之上，一股清泉细
瀑自几十米高处飞流直下，像一道
水帘，落入上万年水流冲击而成的
一处太师椅状的山坳之中，再于谷
底形成一处水潭。巧的是，细瀑落
处正好匍匐着一块巨石，状如老
龟。透过水帘观日，七色彩雾升腾
而上，形如彩虹，“潇洞飞虹”因此得
名。

竹海之中，偶然还可以见到
一两株造型独特的娑罗树，它们
是有着上亿年历史的珍稀植物，
被称为“恐龙食粮”，它们能在这
片山林中有着一席之地，足以说
明当地自然资源的丰富和保护得
力。

探——僰人传说

茫茫川西竹海，紧邻乐山大佛和
峨眉山，在这片地处汉、彝民族交汇
之地，还有丰富的僰人史料和遗迹。

对于一般游客来说，僰人或许较
为陌生。在川西上百米高的悬崖峭
壁之上，分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洞
穴，当地人称其为僰人洞。洞中究竟
是僰人的墓穴还是居住之处，直到今
天也没有人弄明白。不过有一点可
以确定的是，在明朝之前，川西竹海
所覆盖的区域是僰人的世居之地。

据史料记载，僰人自西周之前
就存在，并且协助周武王参与了著
名的牧野之战，之后其首领得到周
天子的册封，被封为“僰侯”，在今天
离竹海不远的宜宾市一带建立了

“僰侯国”，其族群就生活在云贵川
交界之处的广阔山野之中。在之后
两千年里，他们不断发展壮大，以至
于成为西南少数民族的领袖。

明朝开国以后，政府为了加强
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开始逐步限制
僰人的特权。明万历初年，中央政
府在这里废除了一直以来的蛮夷酋
长制度，代之以汉臣，酿成一场全面
反叛明朝政府的战争，这场战争后，
僰人被驱散到全国各地。

而今，居住在竹海区域的当地
人基本上都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四
川”的移民后裔。（陈明 李钻洪）

川西寻幽
万里长城早已成了中华

民族的象征，然而，在辽宁省
境内有一处国内仅有的“水上
长城”——九门口长城。“城在
水上走，水在城中流”的特点
使其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金
秋时节，带着对“水上长城”的
无限向往，我们驱车来到了位
于绥中县境内的九门口长城。

当车子驶离绥中县城而
转向李家乡新台子村时，远远
地，便望见了一条灰色的巨龙
蜿蜒起伏在崇山峻岭之间，昂
首振须，气势雄伟！同伴说：
那便是九门口长城！

绥中多山，九门口长城就
建在崇山峻岭之间。九门口
长城距山海关 15 公里，全长
1700米，其南端起于危峰绝壁
间，与自山海关方向而来的长
城相接。自此，长城沿山脊向
北一直延伸到当地的九江河
南岸，在宽达百米的九江河
上，筑起规模巨大的过河城桥，
以此继续向北逶迤于群山之
间。据文献记载，九门口长城
始建于南北朝，现存的九门口
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
（1381年），其后又进行多次修
复。九门口长城之所以得名

“九门口”，是因为在百米宽的
九江河上，外用巨大条石包砌
起 8 个梭形桥墩，形成 9 道水
门，形成了“城在水上修，水在
城中流”的奇异景观，水势自西
向东直入渤海，气势磅礴而壮
观，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
完美结合，因而享有“水上长
城”的美誉。城桥上是高峻的
城墙，城桥下是用方整的大石
块铺成的河床，石与石间用铁
腰咬合，形成规整的石铺河床，
远望犹如一片石，故而九门口
长城又被称为“一片石关”。

我们踏着石阶，随着游人
从城门而入，开始攀爬长城。
九门口长城以砖石砌筑，修筑
完好，长城上的哨楼、烽火台、
战台、敌楼、信台、城堡、营盘、

垛口、女儿墙、围城等军事设
施一应俱全，且大部分完好无
损，这在中国万里长城中是比
较少见的。走在城上宽宽的
马道上，手扶垛口，两边遥望，
但见山峦起伏，势如龙腾；田
畴棋布，千里金黄；天高云淡，
西风飒然；秋色壮美，分外妖
娆，好一派塞外秋光啊！坐在
烽火台上近看，但见战旗高
悬，随风摆舞；游人如织，蠕动
前行；九道城门横亘水上，如
翔龙腾空，令人叹为观止。

“倚天舒啸气如虹，极目
长城第一峰。万里垣墉连朔
漠，千秋堡堠傲苍穹。”九门口
长城地处关外进入中原的咽
喉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
地。当地有段顺口溜来形容
此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十
门少一门，门门断人魂，要想出
一门，十人九断魂”。九门口长
城拥有严整的军事防御体系，
在历史上素有“京东首关”之
称。1644年，明末农民起义军
领袖李自成与吴三桂所引清
兵曾在这里展开著名的“一片
石之战”。1922～1924 年，直
奉两系军阀在此进行拼杀。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也
曾浴血激战九门河谷。古今
战场逸事使九门口长城更加
著名。1996年，九门口长城被
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02 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评为中国东北地区
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

时光流逝，岁月沧桑。踏
寻着先人的遗迹，感受着时光
的交错，我们站在秋风飒飒的
长城上，内心感慨万千。暗淡
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
鸣，留给历史和后人的，是那
以长城为载体的人类智慧和
民族精神。如今，九门口长城
穿越时光的隧道，依然挺立在
崇山峻岭之间，以它独特的身
姿向世人昭示：智慧越千年，
精神耀千古！ （刘凯）

龙腾水上筑长城

资料图片

我的启蒙老师

梅天顺（平煤神马集团
四矿）

1956 年我 9 岁，但由于
家中兄弟姐妹多，新中国又
诞生不久，农家生活比较贫
寒，所以一直没有入学。

记得一天我忙活一晌，
正背着在野地里割的几十斤
喂牛用的青草往家赶，被一
位慈眉善目的中年妇女接过
草篮子，问我是谁家孩子，咋
不上学，又问我想不想上
学。我当然想上学了，就如
实跟她说了。第二天我的父
母就让我到3里外的博望完
小报名上学，接待我的就是
昨天见我的那位。原来她是
博望完小的教师，名叫杨理
生，在下乡寻访中遇见了
我。我分在了她任班主任的
班级，她的女儿和我同班。

老师当时 30 来岁，对学
生像母亲那样关怀，从未大
声呵斥过我们。每天上课前
她都会用自己的小灶烧开一
壶水掂到教室让我们喝，讲
课也十分风趣，我至今还记
得59年前上二年级时她教的
语文课《乌鸦和狐狸》。那
天，她先后挑多名学生到讲
台上扮演乌鸦和狐狸，寓教
于乐。为了从小培养学生们
勤俭节约的习惯，每逢秋收
和麦收后她都会组织我们到
收割后的庄稼地捡拾掉下的
庄稼，一季下来捡拾的粮食
能卖几十元钱，用来买铅笔
和作业本发给大家。

老师尤其对我这名贫困
生关爱有加，每年的几毛钱
学杂费都是她替我交的，我
也从未买过作业本，都是写
在她用过的教案本背面。教
我们班 3 年后，她调往了外
地，全班同学都很怀念她，长
大成人后也是。

1967年她的女儿参加工

作，安排到我们这里，老同学
们互相转告，还结伴看望老
师。几年后，我和老师的女
儿成为眷属，老师也成了我
的岳母。岳母人生的最后 3
年，我们陪伴她走完。

师恩终生难忘

吕府刚（叶县县委办公
室）

董双喜老师是我初中一
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那时的他不过四十岁出头，
可看上去却像五六十岁，典
型的农村教师形象，穿衣随
便，甚至有些邋遢。说话絮
叨，有时让人心烦。但是，我
们都爱他、敬他、依赖他。20
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董老
师，心里还是暖暖的。

他的爱心让我们温暖。
董老师“护犊子”是出了名
的，学校旁一个“街痞子”要
了班里学生二两饭票，他找
去理论，堵了人家一个月的
门，最后那家人带着儿子到
学校赔礼道歉、奉还饭票。
街上的“小混混”见识了董老
师的厉害，收敛了不少。

他的细心让我们感动。
董老师寝办合一挨着我们的
教室，上早课无论有没有他
的课，他都是第一个到教
室。早饭、午饭、晚饭时间，
他就端着碗坐在教室里和学
生们一起吃，同大家谈学习、
聊生活，欢声笑语、其乐融
融，同学们感觉像在家里一
样。

他的耐心让我们钦佩。
董老师讲课幽默、作风民主，
总是把课堂气氛搞得非常活
跃，大家都爱听他讲课。不
过你要是听课不认真、作业
做错了，董老师就得给你“开
小灶”了，有时辅导过了饭
点，他就给学生做饭。点滴
之爱温暖人心，师恩之情终
生难忘。

我的老师（上）

新上市的iPhone7据说能防水，可
是，现在大多数人使用的手机仍是“怕
水”的。那么，一个手滑，手机掉水里
了怎么办？

近日，一则网帖在朋友圈里疯传：
家家都有的大米，可以成为解救“溺水
手机”的神器。这是真的吗？在手机
店专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记者用两
部不同的手机做了实验。

喜欢出游寻找美景的人都知道，最好的景色
需要在最适合的时间走近。随着季节的变换，中
西部地区景区的景色便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地处
西南片区的四川就是这样。

这里美景多，去的时间合适，可以看到它们最
美的样子。而在成都平原周边200公里范围之内
的区域，尚有大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较原始景
点，秋天里，从成都沿213国道一路往南，走进这些
保留着原始风貌、游客还不多、商业氛围还不浓的
地方，探寻僰（bó）人的传说，走进丹霞地貌的悬
崖峭壁，享受竹海的阴凉，欣赏娑罗树的身姿，那
种韵味别处难寻。

“潇洞飞虹”是一处极有代表性的美景（资料图片）

鸟瞰川西竹海（资料图片）

僰人遗址（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