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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七旬乞讨者进饭店要汤
喝 陌生男子邀他同桌吃饭】上月28日，四
川一老人进了一家餐馆，掏出冰冷的包子
向顾客讨要剩汤喝。一男子见状拉出椅
子让老人与自己同一桌坐下，给老人盛
饭、夹菜。男子吃饱后告诉老人安心吃
饭，他已付过饭钱，临走还叮嘱店主不要
驱赶老人。

@法制网：【老人用白发绣“家书”盼
子女过年回家[悲伤]】元旦期间，76 岁的
陈庆兰、80 岁的王强和 72 岁的李秀珠三
位留守老人，带着三幅用白发绣成的“家
书”现身苏州山塘街街头。“白发家书”的
每一笔，都是老人用自己的白发一针一针
绣成的。据了解，老人的子女们长期在外
工作，有好几年春节都没有回到家里和父
母团聚了。（下图）

@北美省钱快报：【当舅舅，是件严
肃的事】还记得你第一次见小外甥女的时
候穿的什么衣服吗？18 岁的美国小伙
Grant 不仅穿上了西装打上了领带，甚至
夹了领带夹！因为“第一印象很重要”[笑
cry] 看得出来，小外甥女对小舅舅也很满
意。（下图）

@新浪娱乐：【囚犯因入狱照走红 出
狱后当模特人生大逆转】美国男子Jeremy
Meeks2014 年因入狱照走红，被称为“全
球最帅囚犯”，不少经纪公司表示想签下
他做模特。为了保持体形，他在狱中坚持
健康的饮食和大量运动。出狱后，他签约
公司当上了模特，不仅开豪车住豪宅，还
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下图）

@触碰心灵的情书：记性太好，有时
候是一种负担。容易忘记往事的人，是幸
福的。 （晚宗）

●《狱警看后脑勺识别400多名服刑
人员》

在监狱里，服刑人员个个都是光头，
身穿统一囚服，但狱警揭海业对所在监区
服刑人员点名可以不用花名册，甚至仅看
后脑勺就能认出是谁。最多的时候，他可
以点出430多名服刑人员姓名，堪称广东
监狱界的“最强大脑”。

热辣评论：1.不说是不是最强大脑
了，至少可以说明他工作很认真。

2.堪称慧眼如炬，果然术业有专攻。

●《法国工作族下班可断网免“骚扰”》
法国1月1日起实施新法，赋予劳动者

在下班后“断网”的权利，即劳动者在工作
时间外可以不理会工作邮件或电话。按
照法规，拥有超过50名员工的公司必须
起草一份员工章程，明确雇员“断网”时
间，确保其在下班“断网”期间免于工作邮
件或电话的“骚扰”。

热辣评论：1.这么好的政策，领导们

真的不考虑尽快和国际接轨？
2.像我这么热爱工作的人怎么能断

网呢？万一群里再发个红包，我岂不是还
得错过一个亿？

●《男子冒充科长骗万元：想冒充局
长但气质不够》

因办事想走后门，重庆的姐李女士为
一自称某单位科长的男子提供通勤车接
送，还拿出1万多元托他办事。没想到，事
没办成男子却失踪了。被捕后，男子交
代，本来还想冒充处长局长的，但是自己
气质不够。

热辣评论：骗子也看颜值选角色了？

●《女子夜晚被劫，空手夺刀反追三
名歹徒》

27岁的张女士在下班后突遇三名年
轻男子持刀抢劫。张女士见他们三人都
在看钱包，就找准机会将刀夺了过来，并
将刀指向拿着钱包的男子，大声呼喊：

“把钱包还给我！”三名男子此刻均不知所
措，先是愣了几秒，然后突然分头逃跑。

热辣评论：1.不是每个姑娘都叫女汉
子，安全第一，切勿模仿，最好还是先想法
报警求援。

2.路上行人要蒙圈了，到底谁打劫谁
啊！

●《男子推婴儿车冲地铁门，婴儿车
被夹到变形》

据@南宁地铁公安，上月29日广西南
宁地铁一号线抵达民族广场站，车门即将
关闭时，一男子推着婴儿车冲了上去，婴
儿车被关闭的车门夹住，非常危险，好在
婴儿没事。工作人员查看后确认没有问
题，地铁继续运行。

热辣评论：1.这孩子是充话费送的
吗？挤地铁急一时就可能毁一生！

2.说实话，这种人真应该用自己的脑
袋去顶住门，反正他也不需要脑子。

（曹卢杰）

“最后都唱起来了，听得想跳舞！”“这
么魔性（在网络用语中，魔性的意思是有
些古怪，不乏趣味——编者注）的中文发
音，我看了至少10遍。”网友表示每次听
到他的结语“哈桑·阿巴斯，叙利亚大马士
革报道”（音：哈桑·阿巴斯，叙哩亚打麻士
革包刀）都觉得好搞笑。最近，驻叙利亚
的特约记者哈桑·阿巴斯，因为说中文的
语调太魔性，被网友热传。一位网友还为
他做了一个播报合集。

报道“唱”起来，
即使受伤也不例外

作为驻叙利亚的特约记者，哈桑·阿
巴斯的新闻报道总是与极权政治和混乱
的局势密不可分。叙利亚问题的解决遥
遥无期。奇怪的是，观众竟然也能从镜头
中感受到哈桑展露的乐观与充满乐趣的
一面。

视频合集中，内容大多为“长久以来
市民遭受着战争威胁，希望恢复安全感，
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最大的期望”“这些
都是叙利亚悠久历史和文明的见证”“目
前他们跟叙利亚所有人一样，都只有一个
愿望，就是希望叙利亚能够恢复以前的和
平”“叙利亚人民确实很需要精神支持，来
帮助人们渡过难关”“这都使大马士革地
区的和解进程能够加快进行，能让居民尽
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合集中，谁也不
能阻止网红哈桑越来越有底气。

热传视频中，每个报道的结尾都是同
样的结束语——“哈桑·阿巴斯，叙利亚报
道”，独特的发音让网友忍不住要唱出来。

中文魔性？
他是汉语十级的“最佳记者”

报道环境和新闻呈现两者之间的显
著反差，令哈桑迅速在朋友圈走红，不少
人转发视频，称“这个老外很有意思”，并
对他个人产生了兴趣。记者也从哈桑凤
凰卫视的同事那儿了解到，大家对哈桑走
红并不感到意外，调侃称：“作为网红的同
事，经常收到些奇奇怪怪的问候，你们考
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说哈桑·阿巴斯中文魔性，大约有些
不公平。实际情况是，他是凤凰卫视驻叙
利亚特约记者，曾经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了
四年中文。成为特约记者前，他还是叙利
亚官方通讯社的中文翻译。作为一名“汉
语十级”的老外记者，他抑扬顿挫、高低起
伏的“凤凰威狮，哈桑·阿巴斯，叙哩亚打
麻士革包刀”其实早在网友热传之前，就
已经是凤凰新闻里辨识度最高的记者之
一了。

哈桑在2014年度获凤凰卫视最佳特
约记者，他曾用中文讲述自己与家人在叙
利亚的惊魂故事。他说：“国外很多媒体
都不报道叙利亚的真实情况，我觉得把事
实传达给中国朋友们很值得冒险。因为
事实比生命更重要。”正是因为有这样勇
敢无畏的媒体工作者，才给观众展示了一
个真实的世界。

报道风格欢脱的背后，
生命曾受威胁

虽然哈桑的新闻播报自带“笑”果，但
他坚守报道的那片土地以及他播报的新
闻内容，往往让人流下眼泪，这也令网友
对他的工作和坚持产生敬意。叙利亚局
势至今不安定，曾经，一枚迫击炮弹击中
哈桑女儿所在的学校，造成伤亡，女儿侥
幸躲过一劫，此后，他就把家人送到黎巴
嫩安置，自己则留在叙利亚坚持工作。也
有网友感叹：“虽然他报道风格这么欢脱，
但真的是一种苦中作乐。毕竟他在叙利

亚啊，那个被连年的内战变成了地狱的地
方……”

当所有人都恨不得尽快逃离的时候，
哈桑的双脚仍然稳稳地站在大马士革的
土地上。为了报道最真实的情况，记者在
叙利亚的日常采访也需要冒极大的风
险。哈桑的好几位媒体同行被绑架或暗
杀，他自己也曾在2016年1月的一次迫击
炮袭击中受了轻伤。在视频合集中也有
当时他在报道过程中遇到炮弹袭击的画
面，但隔了一会儿，他仍加上了那句欢乐
多的“凤凰卫视，哈桑·阿巴斯，叙利亚报
道”，完成了采访。

哈桑说，遭遇炮击那天明明知道外面
非常危险，但为了不耽误一条重要新闻，
还是选择出去了。采访还不到30秒，一
枚迫击炮弹就在附近爆炸，离他仅 15
米。哈桑的手因此受伤，在完成新闻制作
后，仍然感觉头晕耳鸣。不过，最近得知
自己意外走红的哈桑也很开心，并为网友
送上新年祝福。 （扬子）

“哈桑·阿巴斯，叙哩亚打麻士革包刀”，
读完这句有没有想唱起来？

老外记者说“魔性”中文成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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