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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是苏联最
大的商业 中 心 ，全市
约有五 千 四 百 家各类
商店 ，四千多 个出 售
饮料 、点心 、书报杂
志、纪 念 品和 小百 货
的小商亭 ，还有不计
其数的 个 体摊贩。过
去，莫斯科的 商 品供
应、商业 管理 和 服务
质量都比较差劲 ，广
大消 费者 怨声载道 。
戈尔 巴 乔夫上台 后 ，
采取 各 种 措施全面 改
革商业 工作 ，使莫 斯
科的 商业 服 务 情况 大
有好 转 。

现在 ，商 店 里 的 各 类商 品 都明
码标价 ，即 使 一 盒 火柴 ，上面 也 印
有“七十根 ，一戈 比”的 小字。紧
俏物 品 同 样如 此 ，商 店不得 擅 自 提
价。为 了 避免 贪污 、作弊现 象 ，所
有商 店都设 出 纳 员 和 收银机 ，顾 客
先挑 货 ，后付钱 ，凭收 款 单取 货 。
这样 就使 售 货 员 不接触钱 ，出 纳 员
则不接触 货。在商业服 务 形 式 方
面，自 选 、订 货 和 送 货 上 门 的 服 务
已相 当 普遍。全市现有 二千 多 家 自
选商场、自 选 食品店和 自 选 百 货
店，它们 的 营业 额 占 食品 和 百 货营
业额 的 一半 以 上 。设 立 订 货 和 送 货

上门服务的 商店现已增 加到 一 千 多
家。它们和 工厂 、企业 、学校、机关
挂钩，给这些 单位提供 了 方便。莫斯
科的商店里的商品 品种齐全 ，货源充
足。莫斯科第一百 货商店经 销 的商品
多达几十万种 ，一次 家具展 销 会就有
上百套各式 家具供顾 客选购。再加上
门类繁多 的 个体经营，基本上能满足
消费者 的需 求。有时一些 紧 消 商 品 应
市，商店 门 口 也会出 现长 龙 ，这种现
象跟过 去商品
短缺、供不应
求是两码事 。

为了 从根
本上改进商业
服务工作 ，以
满足居 民对各
种高质 量 的 消
费品 日 益增长
的需 求，苏联
当局一再 强调
要增 加消 费 品生 产 ，提 高 商 品质 量和
服务质量 ，并加强管理 。现 在 ，苏联
已制定 了 法律 ，凡商业 部 门 职工在履
行职责 时 索贿或变 相索贿 ，可判处 强
制劳动 一 年或罚 款一百卢布；屡 犯者
处以 强 制劳 动三 年或罚 款五 百卢 布。
商店 职工私 留 紧 俏 商 品 或 “走 后
门”，也要受到处罚 。这些 措 施对 繁
荣莫斯科的商业 将 会起到 很大的促 进
作用 。

刊头设计 娄 继 本版责任编 辑 薛瑜 阳

因飞 机失 事 而 死 的 萨 莫 拉 总 统
沈钧

去年10月 28
日，莫桑 比克首
都马普托阴风凄
凄，细雨霏霏 ，
人们沉浸在一片 悲痛之 中 ，为飞机失事遇难的莫
桑比克解放阵 线党 主席 、人 民共和 国 总 统萨莫拉
隆重 举 行葬礼。清晨 ，几十万群众 冒 着 阴 雨聚集在
独立广场 ，无 数 人 目 送 着 自 己 领 袖 的灵 车 ，失声
恸哭。

萨莫拉 •莫伊塞斯 •马 谢尔 于1933年 9月 29
日生 在莫 桑 比克西南 部加扎
省绍 奎 县的 一个农 民家庭 。
其时 ，葡萄牙殖 民主义者 在
这里 已经 统治长达 四 百 年之
久。莫桑 比克人 民饱 受殖 民
者的 歧视 、压迫 和 蹂 躏 之
苦，纷纷 揭竿反抗 ，开展 民
族解 放运动 。萨莫拉 的 家 族
具有反抗殖 民主义者 的光荣
传统 。祖父母及其亲属 都 曾
投入反抗殖 民侵略 的 战争 。

祖父马莱加尼 •马 谢尔 是莫桑 比克历史上反抗葡
萄牙殖 民 侵略 的大马 基瓜 纳 部队的 一 名 指 挥员 。
外祖 父母被殖 民 当 局驱逐 、流放 ，死于异邦 。萨
莫拉的 父亲 曾 六次 被迫流 落到 南非 当 矿工 ，在反
抗斗争 中又遭殖 民 当 局逮捕和 拷打 ，以至 家破人
亡。萨莫拉 自 小就感受到 了 被虐待和欺 负 ，耳 闻 目
睹了殖 民者 的 许多 暴 行 ，从少 年时代 起心 中 就埋
下了 反抗和 复仇的 种 子。他在 一座 天主教 学校 就
读到 四 年级 ，拒 绝传教士 的 推荐 ，放弃 去神 学院
深造。毅然 走 向 社 会 ，投入到 反抗殖 民统治 的 行
列中 ，寻求国 家和 民族的 出路。六十 年代 ，二十
多岁 的 萨莫拉结识 了莫 桑 比 克解放阵 线 首任主席
蒙德拉 纳。蒙 德拉 纳是 民族解放运 动 的 先驱和 杰

出领 导人。萨莫拉在 他
的启 发和 引 导下 ，逐步
接受 了 民族解 放运 动 的
一套理 论、纲 领 和 策
略，并 进一步 确 定 了 奋
斗目 标。1963年 ，萨莫
拉到 国 外 接 受军 事训 练
。 第二 年 回 国 ，率领游
击战士 打响 了 反殖武装
斗争的 第 一炮。其 后 ，
他担 负 了 军事领 导和 组
织工作 ，筹备、组建 和
训练 了 莫 桑 比 克解放阵
线武 装 力 量 。在 “戈尔
迪”战 役 中 ，萨莫拉面
对装 备精 良 的 数万 殖 民
军的大 扫 荡 ，机 智 果
断，指 挥 若定 ，取得 了
重大胜利 ，表现 出 了 杰
出的 军事才 能 ，后 来被

授予 最 高 军 衔
——元帅衔 。

莫桑 比克人
民在萨莫 拉及其

解放阵 线 的 领 导 下，经过10年的浴 血奋 战 ，终于
挣脱 了 殖民主义的枷 锁 ，赢得 了 独 立 和 自 由 。
1974年 9月 4日 ，萨莫 拉代 表莫桑 比克解放阵 线
同葡萄牙政府 谈判并签署 了关于莫桑 比克独立 的
《 卢 萨卡协议 》。1975年 6月 25日 ，莫 桑 比克举
行独立庆典 ，萨莫拉 出 任人民共和 国 总 统兼 人 民
解放武 装 力 量总 司 令 。那 年他才42岁 ，英 姿 勃
勃，精 力 充 沛 。

在萨莫拉 总 统领导下，莫桑 比克 巩 固 了 独
立，发 展 了 民族经 济 ，同 时 在反对 南非种 族主义
的斗争 中作出 了 重要 贡 献 。萨莫拉坚决反 对 部 落
主义和 种 族主义 ，提 出 了建立 “没有 部族 ，没有
肤色，没有地 区 之别 ，而 只 有莫桑 比 克 人的 繁荣
昌盛 的 国 家”的 口 号 ，获 得 全 国 人民 的普遍 拥
护，萨莫拉 成 了非洲国家 中 有重 大影 响 的 领袖 。

今年10月 19日 ，萨莫拉 结束同 赞 比亚 、安哥
拉和 扎伊尔 三 国 总 统关于 南 部非 洲局 势的 会 谈 ，
乘一架 苏 制 图——134A型 飞机从 赞 比亚 飞 回 莫
桑比 克。傍 晚 21时 许 ，当 飞机飞 临 莫 桑 比克 首都
马普托 卜 空 时 ，正 遇雷 雨。在做 好飞 机 着陆 准 备
5 分 钟 后 ，飞 机突 然发 出 “嗖 嗖”的 刺 耳 响声 ，
同时 机 内 灯光全 部熄灭 ，发动机停 转 ，飞 机完 全
失去控 制 ，在莫 桑 比 克、南非 和 斯威士兰 三 国 交
界处 的南非 境 内 坠 毁 ，专 机上38人 中34人死 亡 。
萨莫拉总 统的突然罹难 ，引起国 际 上的 震惊。人
们纷纷猜测失事原 因 ，其看法有 ：一是萨莫 拉在 南
非境 内 遇难 ，为 南非种 族 主义者所害 。二是苏联机
组人员 粗心大意 ，饮 酒驾机 ，违反飞 行 纪律而起
祸，三是有可能 飞机 出现故障 ，导航失误或 因 暴
雨雷 电所致。莫桑 比 克成立 了一个 由 党政 领导 、
高级军官、飞机专 家、驾驶 员 组成 的 调 查 委 员
会，对 萨莫 拉总 统专 机失事原 因 进 行调查 。

同
曳
尾
于
泥
涂
，
惜
毫
介
之
不
类
；
临
清
流
而
小
坐
，
添
画
意
以
诗
情
。

联
邦
德
国
摄
影
家
作
品
选

动物趣谈点滴
△ 鸵 鸟 真 的

把头 埋 进 沙 里 以
躲避 敌 人 吗 ？

不，鸵 鸟 才 不 那 么 笨 。当 它 发 现远 处 的 危 险
时，这 种 高 大 的 鸟 是 把 身 体平 躺 下 来 。敌人 是 不
大会 发 现处 于 这 种 位 置 的 鸵 鸟 的 ；或 者 它 可能 认
为那 只 是 一 丛 灌 木 而 已。然 而 ，一 当 危 险接 近 ，
鸵鸟 就 起 身 飞 跑 。尽 管 鸵 鸟 不 会 飞 ，但 它 每 小 时

能跑 四 十 英 里
之遥 。

△ 公 牛 看
见红 色 真 的 要
进攻 吗 ？

不，它 们
不会 的 。虽 然

斗牛 士 在 公 牛
面前 总 是挥 舞
一条 红披肩 ，
但并 不 是 红 色

使公 牛 发 起 进
攻。事 实 上 ，
公牛 是 色 盲 ，
它不 可 能 看 见

红色 ，倒 是 因 为 公
牛看 见 披 肩 的 飞 动
而变 得 激 奋 起 来 。
△ 蛇 真 能跳舞 吗 ？
不能 。在 印 度 ，耍 蛇 者 对 眼 镜蛇 吹 奏 音 乐 ，

眼镜 蛇 似 乎 对 此跳 起舞 来 。其 实 ，它 并 不 是 真 在
跳舞。蛇 根 本 不 可 能 听 见 音 乐 ——它 们 完 全 是 聋
子！然 而 ，蛇 却 能 感 受 地下 的 振 动 。耍 蛇 人 一 边
奏乐 ，一 边 随 着 音 乐 有 节 拍 地 摇 晃 ，又 一 边 踏 乐
脚。眼 镜 蛇 感 到 踏 脚 的 振 动 ，激 动 起 来 ，于 是 竖
起身 子 准 备 向 他 进 攻 。当 眼 镜 蛇 准 备 进 攻 时 ，它
仔细 地 注 视 着 它 的 进 攻 对 象 ，并 随 着 对 象 的 运 动
而运 动 。这 就 是 眼 镜 蛇和耍 蛇 人 所 玩 的 把 戏 。当
然，耍 蛇 人知 道 当 眼 镜 蛇 激 动 之 时 应 如 何 避 免 它
的攻 击 。

崛起（木刻）　江存 孝

发达 国 家 的 标 准

1 、人均 收入每 年
3 千美元 以 上；2、非
农业 人 口 占 70%；3、
受高 等 教育青 年 占 同 龄
人的30～35%以 上 ，

4 、服 务 业 产值 在 国 民
生产总值 中 占45%以
上，5、人均寿命60岁
以上；6、至 少 800人
中有 一 名 医 生；7、每
三人 中 有 一 份报纸 。

（ 光 中 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