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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西贡岸边。小艇劈波斩
浪，将深蓝色的海水犁开一道道白色
的波纹。岸边的沙滩、山石，飞速地
向后退去。海风吹在脸上，分外凛冽。

船行 10 多分钟，一座由多个巨
大网箱组成的渔排映入眼帘，五星红
旗和紫荆花区旗矗立其上，迎风招展。

“欢迎你们啊！”渔排主人梁锦明
热情地和我们握手。49岁的梁锦明身
材健硕，皮肤黝黑，一身橘红色的风
衣，在海水的映衬下十分耀眼。

春节期间，正是市场需求量大的
时节，梁锦明和同事们从节前开始就
忙个不停。他说，去年受疫情影响，
销量有些下滑，但产量稳定。今年是
虎年，希望疫情尽快过去，渔民生龙
活虎，事业迎来丰收。

与海共舞的少年

“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爸爸
是流动渔民。小时候我在渔船上长
大。”因为家庭的关系，梁锦明对深
邃的海洋并不陌生。

大海风高浪急，渔民的工作不分
日夜。就在许多人上岸寻求安稳生活
的时候，梁锦明选择了继承父业。那
一年他 24 岁，已在旅行社、清洁公
司、装修公司等工作过。

“以前父母捕鱼来卖，人家说多
少钱就多少钱。我想不如自己去做一
个贸易商，希望价钱公道一些，能帮
到父母和其他渔民。”说起初衷，梁
锦明忘不了父母付出的辛劳。

“那时不像现在，青年的要求不
高，能两餐温饱就很满足了。”别人
觉得渔业枯燥、辛苦，他却从中找到
乐趣。“我喜欢大海。捕鱼、养鱼、
卖鱼，能把美味的食物与家人、顾客
分享，我很有成就感。”就这样，梁
锦明一头扎进大海，与海共舞。

条条皆辛苦

捕捞、养殖、销售，香港、内
地、远洋。20多年来，梁锦明凭着一
股韧劲，一步一个脚印把小小的渔船
航向深海，养殖的品类和产业链条逐
步扩大，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踩着摇摇晃晃的浮桥，梁锦明带
我们参观他的渔排。一个个十几米深
的网箱中蓄满了海水，色彩斑斓、形
状各异的鱼儿在其中游动。“金钱斑、
沙巴龙趸、黄腊鲳、石蚌，它们都是
养殖鱼中的名贵品种，价格不菲。”

“一条小金钱斑 400 克，我要把
它养到 10 公斤重，1 斤能卖 130 港
元。”现在，梁锦明在香港的养殖基
地达 1000 多平方米，上述鱼类年产
量 10 万多条，销售额近 300 万港元，
规模在同行中居于前列。

养鱼很辛苦。凌晨四五点天还
没亮，梁锦明就要起身给鱼儿准备

“早餐”。喂完食，一天的工作才刚开
始。鱼的生长需要清洁的环境，网箱
脏了要清洗，还要给鱼“冲凉”清除
寄生虫，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

无论风吹日晒，渔民日日如此。

养鱼风险很大，用梁锦明的话说“今
日不知明日事”。红潮、台风、暴
雨，都可能将渔民的心血毁于一旦。
2006 年和 2015 年，红潮两次袭击西
贡海域，梁锦明的渔排损失惨重。

“我们还年轻，失败了就重新再
来过，不可以放弃的嘛！”时隔多
年，他的语气云淡风轻，但懂行的人
都知道，重新来过的经历绝不轻松。

如今，在特区政府的支持下，渔
民用上了先进的实时监测系统。海水温
度、含氧量、盐度等数据，在手机上
就能看到。如果红潮来袭，系统会提
前预警，梁锦明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为了提升销路，梁锦明创立了批
发零售公司，采用速冻技术，只需要
15分钟，就能完成对鱼的冷冻处理，

保持鲜鱼的口感。
“地里的粮食粒粒皆辛苦，鱼儿也

一样，条条皆辛苦。不能说怕辛苦就
不做，没有不劳而获的事。”说到这
里，梁锦明淡淡地一笑，眼神笃定。

水大才能鱼大

在传统的鱼类养殖之外，梁锦明
独辟蹊径，开始在香港渔业提升基金
的资助下养殖珍珠。“蚌肉可以做XO
酱、炒菜、煲汤，珍珠可以做项链、
耳环，磨成粉后还可以做中药。我们
正在研发珍珠面膜和珍珠香皂。”现
在，他与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香港知
专设计学院师生合作设计生产的“渔
愿”XO酱系列食品已上市。

展望未来，梁锦明认为香港渔业
应该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拓展发
展空间。2020年，他入驻了惠州粤港
澳流动渔民产业园，次年开始正式生
产，目前已有深水养殖网箱 15 个，
产品在内地和香港都有销售。

2022年起，国家正式施行《港澳
流动渔船渔民管理规定》，明确要求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制定、完善便
利流动渔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鼓励和支持流动渔民产业转型升级，
发展水产养殖和休闲渔业等。

梁锦明十分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
对香港渔民的关心与支持。“香港资
源有限，没有饲料厂，没有自己孵化
的鱼苗，工人难请。大湾区就不一样
了，水大鱼大。国家的支持和帮助，
对我们很重要。”

每逢回归纪念日和国庆节，香港
渔民团体都会组织渔船巡游。梁锦明
是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看到五星红旗
和紫荆花区旗在维港高高飘扬，他倍
感自豪。他说，爱国爱港的精神需要
传递给更多人。

（据新华社香港电）

在渔排，遇见不一样的香港
查文晔

当前，香港第五波疫情来势汹
汹，给市民安全健康和经济民生带来
严重冲击，中央对此高度关注。新华
社近日发表评论指出，在香港疫情最
严峻关头，中央伸出有力援手，极大
鼓舞了700多万同胞团结一心、战胜疫
情的信心。香港正集聚起一股强大正
能量，用勇气与希望为香港撑起一片
蓝天。评论文章摘编如下：

中央及时支持是香港抗疫最大的底
气与信心。华大基因华升诊断中心的第
二套“火眼实验室”设备和第七批约
125万剂科兴疫苗近日运抵香港；第一
批内地支援香港抗疫流行病学专家组以
及移动核酸检测车也已入港；连日来，
对港蔬菜、鲜活食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
的供应得到充分保障……这些正是中央
给予香港抗疫的最大“定心丸”。

特区政府也不断通过自身努力多
管齐下围堵病毒，竭尽所能提升检
测、检疫、隔离、治疗等各方面的能
力，并提升疫苗接种率，确保香港市
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香港
的大局稳定。

面对如此严峻的抗疫形势，特区政
府的当务之急是切实负起抗疫主体责任，
认真贯彻执行“动态清零”策略，在借
鉴内地行之有效的防疫经验基础上，针
对香港实际情况采取更加精准有效的抗
疫措施。特区管治团队需摈弃一切可能
存在的消极犹疑心态，在“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理念下积极作为、充分动
员，力争突破现阶段防疫抗疫各环节的
瓶颈，实实在在为香港筑起健康屏障。

香港社会也需清醒认识到，目前
最大的敌人就是病毒。所有人要同心
同向，以对香港这个家负责任的主人
翁态度，积极支持和配合抗疫工作。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只有全社会
共同努力，香港才能真正渡过难关。

可喜的是，香港社会正汇聚起风
雨同舟、同心抗疫的强大动力。香港
市民面对防疫限聚措施，表现出包
容、理解和支持；立法会高效审议通
过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申请，不少议
员提出建设性意见；医护人员坚守岗
位，在抗疫最前线默默守护民众健康
和生活；爱国爱港政团社团及中资机
构各尽所能为抗疫提供资源；不少企
业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全力协助抗疫
大局。为抗疫贡献力所能及的力量，
是香港当下最大的关键词。

更让人感动的是普通人的付出。服
务基层市民的“抗疫义工队”志愿者、
自发加入“抗疫的士专车”的司机、在
社区检测中心帮忙维持秩序的义工，每
个人都努力用自身的点滴光亮照耀他
人。疫境面前，人性的光辉尤显伟大。

同心抗疫，共克时艰！香港抗疫
最宝贵的是信心，最重要的是团结，最迫切的是行动。
再大的困难，只要集中精力真抓实干，齐心携手全力以
赴，就一定会呈现不一样的局面。在“爱国者治港”的
新时代，在中央关心支持和社会上下众志成城的努力
下，相信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一定会得到充分保障，香
港一定能够走出疫境，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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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每逢佳节亲朋好友相约聚
会，“把酒言欢”“对酒当歌”都是不可
或缺的环节。然而，一些不自觉的司机
却选择酒后上路，一再酿成无辜伤亡，
成为影响出行安全的重大隐患。

2020 年，台湾共查获 8.2 万人酒
驾，相关事故共造成289人死亡，数百
个家庭的“团圆梦”因酒驾破碎。严惩
酒驾、保障出行环境安全成为岛内各界
的迫切期盼。

面对屡禁不止的酒驾违法行为，
“加重酒驾刑罚”等相关规定于今年1月
在岛内正式上路。依照新规，酒驾未肇
事者刑期从原来的2年以下提高至3年
以下，外加30万元（新台币，下同）以
下罚金；酒驾肇事者将被处以100万至
300万元罚金。

不过，即便在“史上最严处罚”的
震慑下，各类酒驾违法行为仍在岛内屡
屡发生。今年春节假期间，台湾各地共
处理超过 800 件酒驾违规案件，仅台
北、新北地区就有70件以上。酒驾案件
数量较去年春节虽有所降低，但仍有不
少司机酒驾“闯关”。

“台湾一向是‘立法从严、执法从
宽’。”台湾酒驾防制社会关怀协会负责
人表示，2019年修订的“道路交通管理
处罚条例”就严格规定曾因酒驾吊销驾
照者，须先完成酒驾防制教育或酒瘾治
疗才可申请考照，否则处以 1.2 万元以
下罚款，结果至今执行率仅有 4％。

“惩治酒驾需要很多配套措施，如果没
有执法到有效果出来，这个法律就变成
笑话。”该负责人说。

与台湾不同，大陆近年来在治理

酒驾违法行为上成效显著。有台湾媒
体分析指出，大陆之所以能够有效遏
制酒驾，除了执法严厉、有效之外，
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了一套经济、社会
协同治理机制，让全社会形成不敢、
不会、不易酒驾的条件，值得台湾学
习借鉴。

得益于智能手机以及电子商务的创
新和普及，大陆代驾产业在“互联
网+”战略的积极扶持之下快速起步，
不仅增加了新兴产业发展和就业机
遇，还为“喝酒不开车”提供了安
全、便捷的解决方案。此外，大陆还
依托社会力量治理酒驾问题，通过公
益广告等对广大交通参与者进行酒驾警
示教育，并将醉驾入刑的违法行为列入

征信体系，限制其融资、抵押贷款等，
形成联合惩戒机制。

反观台湾，由于受到传统行业掣肘
与网络金融创新的限制，代驾产业发展
缓慢。一些司机为图方便甘愿冒险酒后
上路，警方打击酒驾也陷入“猫鼠游
戏”的治理困境。

有岛内人士表示，在类似酒驾等公
共治理问题上，台湾应客观看待大陆的
优势和长处，更要虚心借鉴。如果有关
部门在治理酒驾的过程中仍然只靠僵硬
化的“严罚重拳”，无法使用经济杠杆、
透过科技创新形成有效管理模式，让民
众摆脱侥幸心理，寻求“喝酒不开车”
的替代方案，那么酒驾在台湾仍会是危
害公共出行安全的一颗“不定时炸弹”。

严惩酒驾，台湾民众盼安全出行
本报记者 金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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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 晨

近日，台北市士林园艺所郁金香花展正式开幕。今年花展的主题为“遇见幸
福”，使用超过 20 个品种的 13 万株郁金香打造 4 大展区，并配以风车、木鞋、小
船等艺术装饰，呈现出童话世界般的梦幻氛围。

▲ 木鞋造型的郁金香艺术展品。
▼ 市民置身花海之中。

图片来源：香港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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