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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有关自由行的消息又登上
香港媒体的头条，但这次非关“童尿”，
也不是“吃面”，而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梁振英 5 月 27 日表示，在香港尚未增加
接待旅客能力前，特区政府将研究削减
自由行游客。

梁振英同时强调，将广泛听取各界
意见后再行动。

梁振英话音落地，各界果然意见不
少。

想挣钱的不乐意

统计数字显示，香港旅游业及相关
的职位已由 2002 年的 14 万多急增至 25
万多，香港的旅游收入也由 2002 年的
358 亿港元上升至 2012 年的 946 亿港元。
如果用政策刻意削减自由行人数，香港
旅游收入会明显下滑，单是减少不过夜
的“一签多行”一项，旅游业每年可能
减少收入 100 亿港元，1 万人有可能失
业。

香港零售管理协会指此举破坏香港
“好客之都”形象。协会表示，零售行业
受惠于旅游业，如减少游客，不只零售
业受创，也会引起连锁反应，拖累香港

整体经济。香港立法会零售界及
旅游业界等 5 名议员闻讯马上约
见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替业界表
达担忧。旅游界议员姚思荣表示，自
由行引起的问题主要是水货客，希望
政府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不要一刀
切盲目削减游客，影响多个行业。

零售股真跌了

自由行牵动香港经济不只是纸上
谈兵，减客消息落地，香港收租股和
零售股闻风下挫。受惠自由行多年的
护 肤 化 妆 连 销 店 莎 莎 （178） 跌
3.79%，卓悦 （653） 跌 2.27%，金饰
零售商周大福 （1929） 跌3.22%。

自由行影响香港经济特别是旅游
相关行业是不争事实，但拥挤的游客
打扰了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也是事
实，怎么办？商界坚持至少维持现有
的自由行政策，绝不能减客，但可以
将“一签多行”改为“一日一行”，
先打击水货客，并在靠近深圳的地方
兴建商业城，在大屿山兴建景点，在游
客密集地增加配套设施。

对此，梁振英在提出减客设想时已

经解释，香港政府在过去两年里已经积
极找地增建酒店、商场、道路，但一方
面取得土地不易，另一方面建设需要时
日，所以才考虑减客。

有人赞成民生优先

在发展自由行和保障港人生活秩序
间取得平衡不大容易，商界对减客政策
不满，但靠近深圳深受水货客之扰的上
水市民却表示欢迎。经济学者关焯照接
受 《香港商报》 采访时也表示，自由行
的确为香港经济注入动力，带来正面影
响。但自由行的后遗症也逐渐浮现，如
拉高商铺租金、物价，甚至触发两地网
民展开骂战。此时，政府的确应该分析
自由行政策是否出现问题。香港旅发局
主席林建岳也表示，欢迎政府重新评估
自由行政策，这反映政府关心市民与民
生。

《香港商报》 评论指出，旅游业问
题，不单影响民生和经济，更激化了两
地矛盾。近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针对内地客的歧视事件，如果问题持
续，情况恐怕会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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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台北捷运 （地铁） 发生砍人血案后，雨伞成为捷运新
宠，因为打掉郑捷手上杀人刀的就是一把雨伞。持伞老伯临危不
乱，以雨伞迎战郑捷。同时，37岁的新北市地政局测量助理蔡月
银用随身挎包也挡下了长刀，不仅自救，还护住了身边一对母
子。她以亲身经历证明，只要勇敢不慌，背包也能救命。

据蔡月银回忆，她听到女性尖叫声后，起身探头察看，只见
郑捷已手拿长刀逼近，她先退到车门边的挡板处，用背包护住胸
腹，当刀砍过来时，她猛挥装着书本的背包，郑捷于是转向另外一边
攻击，此时蔡月银按住了车上的报警铃，没想到郑捷回过头来砍向
她身边的一对母子，蔡月银以身挡在母子前面，再次挥包反攻，包中
的书本散落一地。当郑捷的刀再挥过来时，她抡起空书包再挡，这次
手被刀砍伤，但保住了自己和身边一对母子的性命。

随身挎包挡长刀
余 勇

本周，香港天文台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
警告，香港持续几天高温。图为一位游客在香
港公园水帘瀑布里感受一丝清凉。 洪少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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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成这样

●抓拍香港●抓拍香港

端午节未到，台湾报纸已经刊出买粽子的长队从地下
排到地上的照片，传递“好粽子要早下手”的信息，也表
现出台湾人对粽子的一片衷情——可谓是地不分南北、人
不论贫富。

因为，粽子在台湾的涵意早已不只是祭奠屈原。每逢
端午，学生们进入备考期，“包粽”谐音“包中”，有学子
的家庭不敢忽视；端午的祭祀内涵已延伸至家庭，粽子便
成了亡故亲人牌位前必备的供品；如果家有丧事，当年便
不能包粽，粽子要由主妇娘家供给，此民俗关系到婆家娘
家的关系，也马虎不得……粽子虽小，关系很大，在台湾
各地都受到重视。

封街包粽子

本周，高雄市三凤中街封街包粽子，有 200 多个家庭
积极参与，因为集体采购、一起动手能省不少钱。三凤中

街管委会人员向前来采访的媒体介绍，今年包粽子的食材
普遍涨价，比如香菇、花生、糯米、栗子、虾米等，有的
涨了近一倍，不少主妇开始望粽生畏。为了帮助大家涨价
也过好端午，所以想出这么个省钱的主意。

没想到这样包粽子不仅“抗涨”，还激发了不少创意，
有人包了韩国泡菜粽，还有人包了咖喱口味的泰国粽，也
有人现场现学现包，包粽子成了社区邻里间的嘉年华。

台湾粽子最大的亮点就是创意，百分粽中有两颗蛋
黄，寓意金榜题名 100 分，排骨酥粽将排骨炸酥去骨入

粽，野姜花粽以野姜花的球根做馅，
还有香肠粽、麻油鸡粽、素卤粽、剥
皮辣椒粽、奶酪腊味粽、五谷水果
粽，五味俱全，创意十足。

创意加上精工细做成就了台湾各
地数不清的“名粽”，大到一个市小
到一个菜场都有粽子名品，令人津津
乐道。台湾也不断举办粽子比赛，胜
出者便成为新一轮“名粽”。今年，
台湾某大电视台举办“天下第一粽”
网络投票活动，现已进入决赛。据透
露，有30年历史的干贝粽和某大饭店
的特色粽正在激烈争夺“天下第一”。

南粽和北粽

“你喜欢南粽还是北粽？”这是端
午期间人们常聊的一个话题。台湾虽
然不大，但南部和北部的分界很鲜
明，南北的政治立场、生活习俗、性
格特点都有差异，粽子也分成南派北
派。其实无论南北，都是肉粽，以糯
米裹起肉、花生、香菇、虾米、鱿鱼
等，但北部粽是把馅料炒熟后再包，
南部粽是生料入粽煮熟。

南粽北粽，各有所好。但在健康
饮食的风气下，有人认为水煮的南粽
比北粽热量低一些。今年粽子刚上
市，各地卫生局就开始提醒市民粽子
虽好，却是高盐高热量食品，一个肉
粽的热量在 400 卡到 500 卡，相当于
一个盒饭。

吃粽子要算热量的时候，台湾的硷粽就走红了。硷粽
像大陆北方的白粽子，大多不包馅，只讲究糯米本身的黏
软香甜。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有人在硷粽中添加有害的硼
砂，令硷粽蒙尘。台湾的客家人以龙眼木灰等制作“灰
水”包硷粽，兼顾口感与健康。

近几年台湾流行的是冰粽，销售量已超过传统粽子。
冰粽是西式甜点与粽子的结合，外皮为糯米粉或低热量的
葛根粉，内包当季鲜果、红豆、芋泥甚至咖啡，体量小，
需冷蔵，在暑热初临又注重健康饮食的台湾大受欢迎，便
利店和星巴克都会在端午节推出冰粽。

粽子经济

台湾人的销售工夫在粽子上可见一斑。粽子本不是大
批采购的食品，但是端午前两个月，厂家就会联系各大公
司行号，推销粽子节礼。他们会根据客户的要求
为其私人定制，包括要什么馅料，哪种料软一
点、哪种料多一点都会听从客户的要求。这样的

服务推动了批量采购。几颗粽子，价值不高，但市场上买
不到，用于沟通和员工及客户的感情惠而不费。

市场上的粽子摊也经营有术，他们不是摊一堆粽子了
事，而是边卖边包，右手挂着粽叶，左手吊着成串的粽
子，双手左右忙乎，粽叶的香气飘散四周，就算路过也要
停下来买一串。有名的粽摊你还不能看到即买，因为有人
预定了，等你预订老板有可能不收单了，他忙不过来了，
这其中大有短缺销售的意味。

端午前后一个月，粽子大战在菜场、便利店、超市、
网络上展开，各有高招。今年台湾某大超市举办“看见台
湾名粽”活动，罗列台湾各地80款粽子，不由你不买；菜
场上的粽子摊没有这样的大手笔，但宣称涨价不加价，粽
子仍维持去年原价，也吸引不少主妇掏钱；便利店锁定都
市上班族和小家庭，主打健康新潮概念。精心制作加上推
销有术，台湾的粽子经济风生水起。

包粽包包粽包““中中””

礼轻情礼轻情““粽粽””

台湾台湾““粽粽””行南行南北名堂多北名堂多
本报记者 陈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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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游客占香港游客近八成。图为内地游客游香港。谭达明摄

低成就，人生没有目标，觉得自己是鲁蛇，那就接纳自己
是鲁蛇吧！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大吼大叫或大哭一场、到车
站举牌提醒人们记得拥抱自己所爱的人、沿着街道漫无目的
步行。确认自己是鲁蛇，人生不可能跃上“成功组”或“天龙
国”，没关系，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鲁蛇可以做的事。

——“蔡里长”针对台北捷运杀人案写的网文《疗
伤》（节选）

鲁蛇：英文looser （失败者） 的译文，被台湾年轻人及
网民广泛使用，与大陆的屌丝含意相近，意指收入不高，
无稳定感情对象，或是在人生道路上不太顺遂、崎岖难
行，多指男性。此词多用于自嘲，或用于励志。

近年，每逢暑期都有香港大学生
到内地实习，他们为什么做此选择？
有哪些期望和不适应？香港青联学生
交流网络在过去的两个月访问了 915
名港生，数据分析显示，6 成受访学
生认为内地就业前景更乐观，3 成学
生期望在内地工作的月薪为1万至1.5
万港元。在愿意到内地工作的大学生
中，6成选择内地一线城市，5成愿意
在内地工作 1 至 3 年。至于到内地工
作的原因，5成认为就业机会多，约3
成认为有助开拓视野，还有约 3 成认
为自己的专业在内地有前景。

调查显示，受访学生中有 4 成没
有到内地工作的打算，他们担心难以
融入内地环境和无人照顾生活。对
此，香港青年团体建议香港政府提供
更多渠道增加大学生与内地的交流，
让香港学生了解内的发展、国情和文
化。

今年暑期，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
推出暑期实习计划，300 名香港大学
生将于 6 月中旬到北京、上海、大连
进行 6 周的实习。在 5 月 27 日的暑期
实习计划启动仪式上，参加过实习计
划的大学生讲述自己的实习经历。一
位学生举例说，他在内地实习第一天
便被要求装订20多年的财务报表，他
非常不以为然，但公司员工问他：

“你知道财务报表从装订到销毁有哪
些环节？”他“口哑哑”，认识到每项
工作都有意义，于是改变态度，在实
习期间“多观察，多思考，多发问”。

有人想北上

有人怕差异

港生内地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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