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上3只小鸟分吃一个枇杷。 见习记者 张明阳 摄

50岁的枇杷树下
摘果子的小孩换了一茬又一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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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3日讯 湘潭大同世界
综合楼的楼顶， 有一座巨大的时钟。
19岁的年龄，已经老态毕露。近日，湘
潭的何先生在网上发帖说，这座时钟
老是走不准。他建议有关部门能管一
管，要么将时钟修好、调准，要么干脆
拆除，免得误导人。

5点20分竟显示2点45分
大同世界综合楼位于湘潭一大

桥河西桥头与平政路的交叉路口，地
处湘潭河西闹市。

5月17日下午，何先生开车经过
湘潭一大桥河西桥头下坡处时，亲戚
指着“大同世界”上的时钟打趣地对
他说，“你们湘潭怎么走在时间的后
面啊？”何先生一看，时钟显示是下午
2点45分，而当时实际时间已是5点20
分。“我这才想起，这个钟楼上的时钟
走时不准已很长时间了，我们已见怪
不怪了”。

零件多老化，配起来麻烦
大同世界综合楼是1993年作为

献礼工程修建的，楼顶正是由这个四
面长宽3.5米×3.5米的机械时钟围合
而成。当时，这栋大楼及楼上的大钟
一度是湘潭河西乃至整个湘潭城区
的标志性建筑。

湘潭大同世界物业管理公司介
绍，这座时钟已经使用19年了，由于
日晒雨淋， 很多零件都已老化或损
坏。而且生产这座时钟的天津某钟表
厂已经倒闭， 零部件配起来很麻烦，
整修的费用也比较大。

■记者 刘晓波 通讯员 何纯

19岁的“城标大钟”，老得走不动了
它曾是湘潭市市民的“共用手表”，如今零件老化，修配很麻烦

本报5月23日讯 50年前，长
沙市董阿姨的姐姐在自家院子里
种下了一棵枇杷树。50年后，老树
还会结出一树枇杷。每年5月，跟树
上的鸟儿分享枇杷，成了董阿姨和
邻居们的一件乐事。

5月21日， 记者沿天心阁西门
旁边的小路转进槐树巷，就听见叽
叽喳喳的鸟叫声，一棵枇杷树茂密
的树枝从高高的围墙上伸出来，上
面结着一簇簇黄澄澄的枇杷。

“每年果子熟了， 鸟儿就跑来
吃，等果子吃光，它们就飞走了。”
董阿姨说。“周围的小孩子也喜欢
吃我家的枇杷， 不过他们够不着，
都是我们帮着摘下来。”

“她家的枇杷特别好吃， 纯天

然绿色食品，外面都吃不到。”在这
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们，当董阿姨
家的枇杷如自家的一样，想吃就去
摘，外面要是够不到，还可以到院
子里摘。

“是1958年，还是1959年？”董
阿姨努力回忆姐姐种树的情景，“她
加入少先队，老师要求她们回家做一
件有意义的事，她就种下了这棵枇杷
树。” 那一年，姐姐8岁。

如今，枇杷树已经有小水桶粗
细了， 树下的小孩换了一茬又一
茬，曾经栽在附近的樱桃树和柚子
树都陆续死掉了，只剩下这棵枇杷
树，每年用满树的果子招待它的客
人们。

■见习记者 张明阳

延伸阅读

长沙火车站有一个大钟，矗立35年了，仍然
“步履稳健”。这口大钟是上海钟厂制造的，当年
造价为16.55万元。大钟为子母钟系统。子母钟是
由高精度母钟及由它控制并与其时间相一致的
若干子钟所组成的计时系统。大钟和众多的子钟
都由设在车站主楼东侧四楼机房内的母钟控制，
保证了车站内所有时钟的同步走时。

长沙火车站大钟35岁，步履稳健

伦敦大本钟150岁，以准时闻名

▲
5月 23日上

午，湘潭大同世界综
合楼楼顶，这座巨型
时钟一面显示11时
24分，另一面却定格
在7时26分。

■记者 刘晓波 摄

大本钟从1859年就为伦敦城报时，至今已有
一个半世纪。大本钟一向以其准时和13吨的“体
重”而闻名，二战中纳粹德国对伦敦的狂轰滥炸
也未能将它摧毁。 自从投入使
用后，英国政府每隔五年就
要对大本钟实施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