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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时尚3G达人来说，一台智能手机加一台平板电脑似
乎已经成为一种标准配置，但是平板电脑太大，出门时携带不
方便，玩游戏很Hi，但又没办法接电话。那么，能不能把两者合
二为一呢？今天，中国联通和三星合作推出的三星P1000为我
们给出了答案。

首先，三星P1000大小达 7英寸的屏幕就能给人以非常直
观的视觉冲击力，称得上真正的“巨幕”。屏幕的分辨率高达到
1024x600，显示效果非常细腻，且可视角度优秀，呈现的图像色
彩鲜艳、画面逼真。

三星P1000的正面采用黑色边框的外观设计，显示屏上方
右侧是光线感应器和视频通话摄像头。光线感应器可以根据
环境中光的强弱自动调整显示屏亮度，以达到最大程度节能的
目的，前置摄像头则可以支持3G网络的视频通话。背面则采
用白色钢琴烤漆处理，显得高贵典雅，并配有一枚300万像素
的摄像头，支持自动对焦功能，而且闪光灯的加入，大大加强了
光线不足时手机的拍摄能力。

三星P1000的机身尺寸为190.09×120.45×11.98mm，虽然
外观看上去是一个庞然大物，但实际上可以轻松的拿起。三星

P1000仅重380克，11.98毫米厚，相对于重730克，13.4毫米厚的
iPad来说要显得更加轻巧，但在功能方面不但与iPad相差无
已，还拥有iPad所没有智能手机功能，而且拿在手中，高达7英
寸的屏幕几乎是所有人注目的焦点，可谓霸气十足。

在硬件方面，三星P1000采用了1GHz Cortax-A8处理器和
512MB 运 行 内 存 ，GPU 则 是 目 前 非 常 强 大 的 PowerVR
SGX540。三星P1000自身内存有16GB和32GB两种选择，Mi-
cros SD更可以继续扩展，而且，相比其它平板电脑或智能手
机，三星P1000的micro SD卡可以直接插拔，当您需要和好友
分享电影以及精彩图片时，可以直接将Micro SD卡取下，就可
以提供给其它手机以及PC分享，非常方便。

在软件方面，三星P1000采用Android2.2操作系统，由于
其融合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两大优势，上网浏览网页可以实
现全屏浏览，并且能完整支持网页Flash的播放，所以用户可以
看到网页上的所有内容，包括动态图片，flash video 等。

在游戏方面，从Android系统最热门的愤怒的小鸟、水果
忍者、植物大战僵尸到赛车等游戏，三星P1000不但都可以流
畅的运行，而且借助7英寸的超级巨幕，更能体验到普通智能

手机所不具备的真实感和剌激性。而且，三星P1000内的应用
商店里拥有非常多的免费游戏，能为用户节省一大笔的费用。

三星P1000还内置了office办公软件，可以对Word、Excel、
PPT、PDF等文档进行阅读和编辑。7英寸的屏幕可以让24个
字母触键比较分散，即使第一次用智能手机打字的人也很少会
出现输入错误，并且在收发邮件、浏览新闻方面都更加接近电
脑操作，因此在商务应用方面也非常优秀。

总体而言，三星P1000无论是从外型设计、整机做工还是
硬件配置方面来讲，都非常的出色。而且，三星P1000的功能
也非常全面，既是平板电脑，又是智能手机，此外3G、蓝牙、无
线、GPS、电子罗盘等主流配置一应俱全，其霸气十足的外观也
能为使用者赚尽眼球。

此外，作为中国联通的定制机型，三星P1000还拥有中国
联通为其配备的超值专属合约计划，消费者可以在联通营业厅
选择“预存话费送手机”合约计划，根据所选套餐标准，预存相
应的话费，即可以优惠价格购买三星P1000手机，最高可享受
到“0元购机”的优惠。消费者也可以选择“购手机入网送话
费”合约计划，可每月额外获得该月套餐月费50%的话费赠送。

三星P1000，巨幕至尊霸气十足

星报讯（记者 张崴 张敏/文 黄洋洋/

图）再过不久，老李的儿子就要结婚了。可

是，就在昨天下午3点半，意外发生了，他驾

驶一农用车发生侧翻，人被压在了车下再也

无法睁开双眼……

爬坡时农用车侧翻
事故发生在省城桃源路与汤口路交口南

侧一废土场内，事发后，记者赶到现场看到，一

辆蓝色农用车四轮朝天侧翻在一个小土坡下

面，民警和120急救人员也都已赶到现场。

事故发生时，彭先生就在附近喂养家

禽，他目睹了整个事故发生的过程。他告诉

记者，那个土坡约有四五米高，坡度约 45

度。“司机姓李，当时，他开车准备去田里收

麦子，谁知驶过土坡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彭先生说道，“肯定是土坡边缘的土不结实，

被车轮压垮，导致车辆侧翻。”

乡亲的救援未能挽救他
看到车子侧翻，彭先生快速狂奔了过

去。“整个车子四轮朝天，陷在一个深沟里，

驾驶室内灌满了泥土。”他用手扒开驾驶室

内的泥土，李先生已经昏迷，身体卡在驾驶

室内无法动弹。

随后，彭先生大声呼叫周围的村民，又

拿来一把铁锹，试图将李先生头部周围的泥

土清理干净，泥土扒开后，李先生却不停地

口吐鲜血。接着，彭先生拽住他的衣领，试

图将其拉出车外，闻声而来的几名男子也参

与到救援中，但仍旧无法将人从车内救出。

20分钟后，120、民警和救援人员赶到，

但李先生已经停止了呼吸和心跳。

老父看不到儿子的婚礼了
在现场，村民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多好

的一个人啊，怎么说没就没了。”

据和李先生同村的村民介绍，李先生是

阜阳颍上人，3年前来到这里，“刚到我们村

子时没地方住，自己搭建了一个小棚子将就

着。”一村民说道，“他为人非常和善，村子里

不管谁家有困难，他都会帮忙。最后，村民们

又为他建造了一个比较大点的安置点。”

随后，记者又得知一个让人心酸的

事，李先生的儿子就要结婚了，这几天，

他一直跟乡亲讲一定要带儿子和儿媳给

大家磕头，可如今，大伙期待的喜酒却变

成了离别酒。

记者在太和县烈士馆英名录上看到，在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名单中，

李洪合也名列其中。

随后，在太和县民政局相关人员的安排

下，记者又来到了太和县殡仪馆查询，太和

县殡仪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殡仪馆是在

1976年建立的，李洪合烈士的骨灰不可能存

放在这里。此后，这名工作人员带领记者及

李思华来到了殡仪馆的骨灰储藏室，但没有

查到李洪合烈士的骨灰盒。随后记者又咨

询了太和县万寿山陵园相关人员，也被告知

没有李洪合烈士的骨灰。

经过多方打听，记者最后见到了当年接

手烈士骨灰的谢兴啓，81岁的谢兴啓因患老

年痴呆坐在轮椅上，“是有这个烈士，我还有

一点印象”，但当记者问及骨灰的去向时，这

位老人摇摇头表示他实在想不起来了。

而据姜馆长说，谢兴啓当年是敬老院院

长，而不是烈士馆的馆长。

在得知烈士的骨灰没有找到后，家属都

很伤心。“母亲在电话那头哭，我在这边哭，

如果真的找不到父亲的骨灰，我的良心会

一辈子难过和不安……”李思华低着头对

记者说。

英雄的骨灰，今日流落何处？
太和烈士的儿子想找回父亲骨灰，一路探寻却无果

近日，太和县清浅镇李店村村民李思华遇到了一桩伤心事：前不久，他向太和县民政部门申请取回20多年前寄存在烈士馆

的父亲的骨灰，以方便逢年过节祭祀父亲的在天之灵，但经过他多次奔波，却被告知父亲的骨灰不在民政部门保管，李思华心存

质疑，“父亲牺牲后骨灰我们没有领回家，当时接回父亲骨灰的人说要把骨灰保存在太和县烈士馆，现在怎么会没有了呢？”

本报记者

近日，本报记者在太和县见到了这

位烈士的儿子李思华。据李思华说，他

的父亲名叫李洪合，生前在西安某部队

服役，1975年在部队支援地方建设中不

幸牺牲，成为一名革命烈士，并颁发了革

命烈士证明书和抚恤金，之后家人将父

亲的骨灰保存在太和县烈士馆。

近几年，爷爷奶奶相继去世，身边的

亲人越来越少，李思华觉得应该把父亲

的骨灰领回到身边。

李思华告诉记者，前不久他向太和

县民政局写了一份申请，并加盖了村委

会和镇政府的公章，请求领回父亲的骨

灰，但等他找到烈士馆的负责人时，却被

告知父亲的骨灰不在这里，接下来他又

多次找到民政局的有关人员，却依然被

告知没有烈士的骨灰，“他们说从来没见

过父亲的骨灰。”李思华说。

想领回骨灰却被告知不在这里

为了核实相关情况，记者找到了现

已改嫁到河南省郸城县的李思华的母亲

张氏。据她说，丈夫李洪合牺牲时，李思

华才三周岁，她和公婆商议后，决定先不

把丈夫的骨灰领回家，而是委托一位姓

谢的民政干部保存在烈士馆里。

据当时的经手人，现已退休在家养

老的原李兴区武装部长范兆彩回忆说：

“李洪合的骨灰是我接回来的，从部队送

回太和后，时任太和县烈士馆的馆长谢

兴啓说，李洪合是烈士，应该把他的骨灰

放在烈士馆，当时的太和县老烈士馆就

在公园后面，现在已经搬迁了。”

“我记得非常清晰，当时烈士馆内

还有陈寨村陈修文烈士的事迹介绍，李

洪合和陈修文一样都是烈士，骨灰都应

该在烈士馆内。”范兆彩回忆起当时情

景说。

当年的经手人早已退休

11月 23日，记者见到太和县民政局

崔局长，他摇摇头说：这不大可能在民政

局保存。随后，在他的安排下记者来到

了太和县烈士馆进行查询。

“目前烈士馆保存的只有五位自卫

反击战牺牲的烈士骨灰”，太和县烈士馆

姜馆长告诉记者，他从1980年在民政局

工作直至当馆长这么年，从来没有见到

过李洪合烈士的骨灰盒。

随后，姜馆长和记者一起来到了档

案室，在那里找到了李洪合的档案，档案

显示：李洪合烈士，男，太和县李兴区

人。1950年出生，1971年入伍并加入中

国共产党，1975年 5月29日在西安市支

援地方建设时，不幸壮烈牺牲。

根据档案记载，李洪合牺牲后，部队

派人来到太和县协调善后工作，并把烈

士的骨灰盒和烈士证书送回了太和县。

烈士馆里没有骨灰盒

多方寻找无果
家人悲切万分

儿子婚礼已倒计时，他却被意外夺走生命

失事农用车被吊车吊起失事农用车被吊车吊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