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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智能 3D送 PAD平板电脑
“长虹 3D中国行”泰安站呈现精彩

本报泰安讯 “买智能 3D
送 PAD 平板电脑，42 寸智能变
频 LED 电视内部惠补价 2999
元。”如此的优惠怎能不让人心
动？

6 月 14 日上午，“长虹 3D
中国行”巡展活动将在泰安三源
家电广场隆重举行。据了解，长
虹电器本次活动以“倡导低碳环
保生活、畅想 3D 视听盛宴”为
主题，将打造一个以全景式记录
描绘中国电视工业发展的历史、
现在和未来的移动“视像博览
馆”。此举意味着“ 3D 影像专
家——— 长虹”将延续 2010 年 3D
领 军 企 业 的 身 份 ，再 度 掀起

2011 年度 3D 电视全民普及风
暴。

记者了解到，本次“长虹 3D
中国行”活动中，长虹集团推出
最新的 3D 智能电视全部具备

“多屏互动”功能，彻底打击市
场上出现的“伪智能”电视。著
名家电专家、中国电子商会副秘
书长陆刃波表示，长虹多屏互动
智能电视的推出，诠释了真正智
能电视的定义，智能与全高清
3D 电视的融合使彩电产品达到
新高度。

智能多屏互动功能，经过工
作人员的调试，将可直接用自己
的 WIFI 手机遥控电视机，并实

现手机音频视频节目在电视上
隔空播放……首度实现电视、电
脑、智能手机互联能力。

在如此诱惑的盛惠价格下，
消费者怎样选购称心如意的 3D
电视呢?专家给您支招：经过对
目前市场上 3D 电视产品的检
测认证和对 3D 行业发展前景
的把握以及对消费者核心需求
的调查等方面的综合研究，3D
电视推广联盟与中国电子商会
等行业专家总结出了向消费市
场推荐全高清智能 3D 电视选
购八大“标准”建议，主要从 3D
电视性能和功能两个方面做出
通俗的解释说明，将对消费者选

择 3D 电视起到一定指导作用。
据陆刃波介绍，该标准包含八个
方面内容：主动快门式 3D 体现
高画质；3D 电视首选全高清，
丰富逼真的色彩还原能力；多屏
互动，智能；高刷新频率，保持
较好的视觉舒适度；具备广视
角；能同时兼顾高清晰 3D 和
2D 画面播放；护眼，健康；动态

节能。(以最新标准调整)，建议
消费者在选购 3D 电视时，参照
此“标准”，理性消费。不虚高、
不限量，誓让消费者花 2D 的钱
买长虹 3D 电视，让行业与消费
者共同见证 3D 影像专家的实
力及全面淘汰“伪”智能电视的
决心。

（杨春）

李振文差点被活埋，还当过生产队长

一生坎坷，迎来五世同堂
文/片 本报记者 李芳芳

曾在战场抬过担架，还险些被国
民党活埋，虽然不是党员，却也轰轰
烈烈地经历了战火纷飞的年代。眼看
就要五世同堂，与党同龄的李振文有
着说不出的知足。

抬过担架，还差点被活埋
由于做过白内障手术，李振文的视

力并不是太好，所戴眼镜镜片的厚度跟
啤酒瓶底儿差不多。透过眼镜，老人与
记者对望了一下，和蔼地笑着让起了座
位。

“能与党同龄是我的福气啊，能活
到现在更是福气。”李振文笑着说，1921
年阴历三月份出生的他，比党稍微大了
几个月，想到几乎和党迈着同一个步
伐，李振文老人很是激动。

抗日战争期间和国内内战时期，虽
然李振文并没有机会上前线打敌人，却
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 抬担架。“那
跟上前线差不多，在枪林弹雨里边抬受
伤的战士，他们或是腿受伤、或是头中
弹，甚至有可能已经牺牲。每次抬担架
心情都很沉重，他们痛苦的表情，到现
在一直都还记得。”李振文说。

据李振文回忆，在动乱的年代，过
炮火连天的日子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尤

其是解放前的那段时间，国民党正做着
最后的疯狂挣扎，是典型的黎明前的黑
暗。“有次和村子里其余三个人去济宁
卖油，刚走到宁阳县就碰上了国民党，
他们把我们逮住扣押了起来。由于我经
常戴帽子，脑门上出现了一圈印记，那
些人非得一口咬定我就是共产党员，拉
到了树林里差点被活埋了。”李振文情
绪激动地讲述着，好在最后终于说通跑
回了家。

当生产队长，带队修铁路
解放后，日子安定了很多。由于有

之前的经历，李振文在 1955 年担任了村
里的大队计划股长，负责搞生产。

“当时整个大队共有 4000 多人，
4400 多亩地，管理这么大的队伍，开会
是常有的事，生活也只是下地干活、种
庄稼、交公粮，简单忙碌。”李振文介绍
说，那时候人均产量能达到 360 斤，后

来逐渐超过了 400 斤每人，全大队每年
需要向国家缴纳 51 万斤粮食，大锅饭
的日子就那样过着。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
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
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要求工农
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
倍地增长。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政策落

实下来就是上交自己的铁锅、铁盆、铁锹
以及其他一切铁制品，家里年富力强的
男劳力统统下煤矿，上铁路。

作为计划股长，1959 年，李振文带
着村子里的一部分男劳动力，走上了津
浦铁路。直到现在，这段铁路仍在使用，
李振文似乎还能想象出当年铺轨的过
程。

一家之长，将迎来第五代
李振文的大儿媳查仲英告诉记者，闲

着没事的时候，老人总是讲一些那个年代
的事情，现在老人有点耳背，再讲起来稍
微有些费力，但他还是会通过只言片语来
告诫孩子们珍惜来之不易的新生活。

不吸烟不喝酒的李振文身体依然很
棒，闲来无事的他爱听收音机，尤其是听

到关于战争时期的评书，会泡上一壶茶，
很沉醉地听上半天。

尽管老人视力和听力都不太好，但
并不影响在家族中的地位，一家之长非
他莫属。

“儿孙们都很孝顺，家里的大小事基
本上先请示他，只要是老人说不行我们

绝不会有反对意见。”查仲英说，从李振
文老人那一代算起，家族目前已经有 140
多口人，规模相当庞大。

“我很快就有曾孙子了，重外甥闺女
大约在 9 月份生孩子，到时家里就是五
世同堂了，想想就怪热闹。”李振文老人
笑着说，家庭和睦带来的幸福溢于言表。一壶茶、一部收音机，李振文如今的生活简单、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