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0 12.34

56789&#"#":"!'()*$)+#,"

!

"

!"#$

%&' ()* +,-

沈阳晚报针对目前被投
诉最多的手机问题，在沈阳

市沈河区党政、企事业、私企
老板中进行了什么样的手机
最受欢迎的的问卷调查，调
查中意外地发现仅沈河区就
有 436名企事业领导竟然使
用同样一款手机的怪现象，
而且每位用这款手机的人都

说很过瘾。
什么手机短时间内有如

此多的成功人士在用？据了
解，这是由恒基伟业生产的目
前国内最先进的，并可以全屏
连笔手写的商务通电脑隐形

手机。记事、日程等等商务功
能强大了，但操作起来却比以

前的商务通还简单。同时，它
解决了人们在用手机时最担
心的信息安全问题。

当地一位五十多岁的干
部说：我的智能手机有一千
多张名片，但每次查找非常
不方便既烦琐又慢，而且，我

眼睛不好，每次有电话进来
我总是看不清来电显示。为
此，我已经换过三款市场上

最贵的手机了，可是依然解
决不了我的这两个问题。而

这款隐形手机上千张名片查
找只点一下两秒钟就可以找
到，来电显示号码巨大一眼
就可以看清楚。更叫我满意
的是，用这款手机，写字跟画
画一样，无须按笔画顺序，只
要画的像就可以识别。

一位四十多岁的公务员
说：每天都有很多的电话找
我让人很烦，可关机又怕误

事，听人介绍后换用了这款
商务通隐形手机，嗨！还真

神，我想接的电话才可以打
进来，不愿意接或者不方便
接听的电话自动打不进来，
而且让对方显示的是线路忙
或正在通话中。这样，既不失
礼节又可以避免许多的打扰
和应酬，我现在有更多的时

间可以陪家人了。
沈阳证券公司刘总说：

手机丢了不要紧，但是手机

中的资料丢失或者泄露那就
可怕了。用这款手机就不用

担心了，如果手机丢失或被
盗，它马上会自动通知我是
谁什么号码在使用它，这样，
我也可以遥控它让手机锁死
用不成、也可以将偷盗者的
电话和短信转到自己指定的
任意手机上，总之，手机即使

不在身边别人不但看不到里
面的任何资料，而且更神的
是这个手机的使用依然完全

是由你来控制的，真是太不
可思议了！

一位白领说，我女朋友
总喜欢翻我的手机看，只要
女性的电话或短信，她总要
翻看，因此，总发生误解与争
吵。用这款手机后我把几位
经常有业务来往的女性名片
放在VIP隐形起来，这样，她

们的名片、发来的短信、通话
记录只有我能看到，她们打
过来的电话，接听时我也可
以随意让它显示成我领导的
电话号码和姓名。现在我们
已没有了误解和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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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南京市房产管理局

近日公开的城南地块拆迁函
告，南京城南内秦淮河沿线
的大片民居被列进了老城改
造范围，涉及千余家庭。其中
包括：中山南路 G3、G4地
块；门东 C块（!"#$）；
安品街老城改造；内秦淮河

中华门至甘露桥段改造。
住在颜料坊的张之弥老

人指着墙上涂满的 “拆”字
说，这一片房子都要拆掉，巷
子连同名称，将从南京地图
上永远消失，也从人们的视
线里走开。

据了解，因为本次四大
工程的拆迁，有可能消失的
老地名多达23个：颜料坊、
牛市、洋珠巷、弓箭坊、黑簪
巷、铜作坊、上浮桥、龙泉巷、
剪子巷、膺福街、小荷花巷、
边营、新民坊、钓鱼台、豆腐

巷、大井巷、大荷花巷、上江
考棚、酱棚营、安品街、月牙
巷、狗皮山、牙檀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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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张之弥这样眷恋城南

的老人在牛市一带还有不
少。

陈金武老人说，当地的
卫生条件很差，拆迁改造是
居民的普遍呼声，他希望大
拆大建中千万别把记录了老
南京的历史———最有价值的

一批文物和特征鲜明的老地
名给“弄丢”了。

陈老告诉记者，自己所
住的颜料坊，这次拆迁时给
予的新名字叫 “中山南路
G3、G4地块”，但这里却是
明初南京主要坊市之一。究
其名称，之所以称为“颜料
坊”，自然是和明代南京手工

业的发达相关，这里也是明
清南京云锦织造业发达的历
史见证。而在此街区同样被
列进拆迁范围的黑簪巷内，
至今还保留着清光绪初年建
造的云锦业行会 “云章公
所”的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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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京市地名办统计，
南京目前每月平均增加 32
个新地名。上世纪 80年代
初，南京每年只有10多个新
地名产生；上世纪 90年代

初，大约每年新增五六十个；
2000年之后，南京新地名出
现 “腾飞期”，2001年到
2005年，南京地名命名、更
名约有1452条。同时，新地
名激增的背后是老地名的急
剧流失。这15年来，已经有

180多个老地名从地图上消
失，如唱经楼、安乐寺、邀笛
步、百猫坊、杏花村、子午路、
凤凰台、仁孝里等。

江苏省民政厅区划地名
处地名专家薛光惋惜地说，
只要大家稍稍留意就会发

现，身边原本熟悉的一个个
老地名，已在汹涌的城市化

浪潮中不复存在。但老地名
其实是一座城市个性特征的
写照和缩影，不能一拆就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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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老地名的消失，管

理部门也有点舍不得。
此前参加老城南拆迁

协调会的南京市地名办专
家徐兴钊昨天告诉记者，
他在会上已提出要保护这
些老地名。像秦淮区的颜
料坊、牛市、弓箭坊等是
南京传统的居民区，展现
了老南京城的居民风貌。

如果连这些小巷子都拆掉，
那么就一点历史痕迹也没有
了。但根据记者了解，虽然
地名办有意保护，但在执行
的过程中，并没有强制性的
法规作为支撑。

地名管理部门说，南京

地名保护的现状虽不理想，
但已经引起足够重视，下一
步的保护力度会很大。一方
面，政府会制定相关法规，为
老地名保护提供法律支撑；
另一方面，南京今年将启动
老地名保护工作。目前，地名

办正在整理《南京非物质文
化遗产地名保护名录》，第一
批50条老地名将收集其中，
今后如果被拆迁的老地名在
保护名录范围内，将坚决予
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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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具价值的“颜料坊”是南京云锦制造业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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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老地名”消失
的原因，省民政厅地名专

家薛光认为大概有四种
原因———

1.该地理实体已荡然
无存。如凤凰台、杏花村、
百猫坊、安乐寺、邀笛步、
沉香街、黄天荡、古禅灵
渡、文昌书院、大报恩寺塔

等老地名。
2.老地名被新名称取

代。南京和其他城市一样，
因历史变迁、朝代更迭、统
治者忌讳或受极左思潮

影响等原因，一些街巷、
里弄名称被更换了新名。
如 “二郎庙”这个老地
名 就 是 被 “延 龄 巷 ”
（%&'()*+,-

./ 0123）这个新
地名所取代的。再如文

革期间，玄武区被篡改
成“要武区”，下关区曾
名为“东方红区”。

3.老地名中的小地名
被新的大地名兼并。无论
是民国时期、社会主义建
设初期，还是现在的改革

开放年代，随着城市道路
的延伸、拓宽，一些短窄的
路街巷、里弄已并入宽广
的大道之中。为保持整条

道路名称的一致性，便于
人们指称认路，也为了便

于行政管理（456"7

89:），故在原路名中
挑出一条具有代表性的作
为整条道路名称，其余名
称只能弃之不用。

如 1931年间的 “太
平南路”，就是由花牌楼、

太平街、门帘桥和朱雀路
合并拓建而重新命名的。
再如王府大街，也是由大
王府巷、三茅宫和铁管巷
三条小巷拓并而成。

4.地名工作规范化管
理的需要。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南京成立了市
地名委员会及其办公室
后，按照上级业务主管
部门的要求，先后针对
一些含义粗俗、一地多
名、名实不副、地名重
复等情况进行了地名标

准化处理。如“破布营”
因名称不雅，根据附近
有 “正洪里”的情况，
故更名为 “正洪营”；
“土城头路”因名称土
俗，与现代道路的风格
不相匹配，根据附近晨

光机械厂的情况，故更
名为“晨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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