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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渔业企业进入毛里塔尼亚之
前，这里是欧洲的“后花园”。欧洲老
牌远洋渔业企业百年来都在这一带从事
捕捞。与欧洲人不同，中国人到毛里塔
尼亚不是捞了就走，而是在这里建起了
现代渔业基地，带动当地就业和培训。
中国渔业企业“基地+船队+渔业资
源”的投资合作方式，受到当地政府和
民众的欢迎，也成为未来中国远洋捕捞
提倡的模式。

毛里塔尼亚位于非洲西北部，北边
紧挨撒哈拉沙漠，西濒大西洋。虽然当
地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但毛里塔尼亚
人对于捕捞并不在行。传统上，他们并
不善于捕捞，更不会处理和加工水产
品。年轻人洛哈麦迪就是一个例子，6
年前他还是个无业者，一点儿也不懂驾
船和捕捞。再加上当地没有冰冻技术、
没有冷库，因此，很多当地人就像洛哈
麦迪一样，并不常吃到新鲜的鱼。这一
状况直到中国渔业企业来到当地才有了
大的改观。

2011年开始，来自中国福州的兰平
勇带领他的宏东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
称“宏东渔业”），在毛里塔尼亚努瓦
迪布投资 2 亿美元建起了占地 9 万平方
米的现代化渔业基地。基地建有码头、
冷库、加工厂、修船厂、制冰厂、海水
淡化厂、员工培训中心、生活区等。洛
哈麦迪很快成为宏东渔业毛里塔尼亚公
司近2000名非洲籍员工的一员，月平均
工资达1000多元人民币，在当地属于较
高水平。

“公司定期为我们进行渔业技术培
训。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不只是技
术，还有怎样识别鱼类、怎样保护和利
用渔业资源等。”洛哈麦迪说。

按照宏东渔业与毛里塔尼亚政府签
署的为期 50 年的渔业合作协议，宏东
渔业毛里塔尼亚公司在当地获得捕捞许

可证的渔船有169艘，年捕捞总量10万
吨。“欧洲的一些老牌渔业企业 100 多
年来一直在这里捕捞，但他们一般只捕
捞高价值的品类，捕完就走。像这样把
整个基地建在这里的，只有我们一家。”
宏东渔业董事会秘书陈忠杰告诉记者。

据陈忠杰介绍，毛里塔尼亚有着世
界上品质最高的软体鱼类，经济价值是
同类的 5倍以上，虽然欧盟每年给毛里
塔尼亚政府一定的报酬，但中国渔业企
业带来的“基地+船队+渔业资源”的投
资合作模式对当地的影响却更为深远。

作为毛里塔尼亚最大的外资公司，
宏东渔业为当地创造了近2000个就业岗
位，培训数百名渔业技术人才，而且直
接为当地带来近 3亿美元的投资。项目
还通过延伸产业链，带动相关配套企业
到当地进行投资，增加了毛里塔尼亚国
内生产总值，对毛里塔尼亚当地的政

治、经济、就业、税收、渔业发展带来
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的进
入为毛里塔尼亚开发出中下等级的渔业
资源，比如沙丁鱼类、鲷类、甲壳类
等，使得他们的资源利用更加均衡与合
理。现在很多欧洲人看到中国人不仅在
这里捕捞，还建起了现代渔业基地、带
动当地人脱贫，也不得不服气，并由衷
钦佩宏东渔业的做法。

对企业来说，建远洋渔业基地的最
大好处在于完善配套，使产业链更加完
整。经过几年发展，宏东渔业目前已拥
有中国企业在海外建设的规模最大的远
洋渔业基地，基地主要产品品类达 80
余种，成为中国产品种类最为丰富的渔
业公司之一。

“宏东渔业的成功有着标志性的意
义，让更多企业有了拓展海外市场的决
心和信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宏

东渔业不仅使企业自身得到发展，还充
分展示了福州远洋渔业的发展实力，并
带动了当地就业与培训，这种模式值得
推广和借鉴。”福建省福州市海洋与渔
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福州目前拥有全国最大规
模的民营远洋渔业船队，外派远洋渔船
达361艘，足迹遍及三大洋20多个沿海
国家专属经济区，并在东盟、非洲国家
建成 5 个境外远洋渔业综合基地和 5 个
境外水产养殖基地。借助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契机，福州渔业企业加快“出海”
步伐，进行渔业捕捞与基地建设的境外
投资。例如，在东盟国家，福州宏龙海
洋水产有限公司建立了渔业综合基地，
从事虎虾的养殖和加工；福建恒水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1.75亿元发展水产养殖项
目等。一批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大项
目顺利落地实施，成为推动福州渔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福州是中国远洋渔业的发源地之
一。早在1985年3月10日，中国第一支
远洋渔业船队就从福州马尾港启航赴西
非海域捕鱼，福州还组织了福建省海洋
渔业公司的 4 艘远洋船随队出征。如
今，走过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福州远
洋渔业得到快速发展。目前，福州远洋
渔业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15，福州
马尾港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及完善的配
套设施，已成为全国远洋渔获物的重要
集散地，每年在马尾港吞吐的远洋鱼类
约占全国远洋渔获物运回量的40%。根
据规划，福州将力争在2020年达到远洋
渔 船 600
艘 、 产 值
100 亿 元 、
境外渔业基
地 15 个的远
洋 渔 业 规
模。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猎民布冬霞 （右三） 引导游客们与驯鹿合影。
连 振摄 （新华社发）

第十三届全运会下月底将在天津
开幕，广场舞将进入全运会的消息引
发了舆论热议。网络开放报名只有短
短几日，全运会组委会就已收到上百
支广场舞队伍上传的比赛视频。根据
广场舞大赛的进程，将安排选出优胜
的16支队伍进行最终比拼。

广场舞入全运会可谓水到渠成。
经过数年的传播，就经常性参与此项
运动的人数而言，其他群众性体育项
目鲜有可以与之比肩者。以本月启动
的 2017 年全国广场舞大赛为例，预计
参赛人数超过2万，足见广场舞的群众
基础。鉴于此，全国许多地方都曾举
办过广场舞大赛，个别地方举办的运
动会甚至以广场舞代替传统团体操。

于全运会而言，竞技体育色彩渐
淡，人们不再唯金牌马首是瞻；全民
健身、全民参与的味道渐浓，全运会
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渐显。第十三
届全运会的主题词为“全民全运、全
运惠民”，道出本届全运会的全民性。
时下最时兴、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广
场舞入全运会，不正贴近全民参与、
全民共享这一主旨么？这可以视作体
育管理部门对广场舞的认可与鼓励，
跳广场舞的无论是大妈们还是小年轻
们都应珍惜这份殊荣，好好跳。

“好好跳”之说，既是一种技术期
望，要求广场舞者们按技术规范来
跳，让广场舞健身更有效果，更符合
审美要求，又是一种秩序期望，希望
广场舞发展更加规范、有序。广场舞
之所以受到非议，大部分原因在于广
场舞对秩序——时间秩序、空间秩
序、环境秩序——的侵扰。当你的美
味成为别人的毒药，纷争就不可避
免。譬如，在一些小区空地，一大早
就响起高分贝的广场舞曲，而且你方
唱罢我登场，扰人清梦，让值了夜班
想多睡一会儿的小区居民怎不有怨
言？一些小区或公共运动场，年轻人
想打球，大妈要跳广场舞，怎么办？

在一个零和博弈游戏中，你占比
多了，别人的份额相应就少了，双方
摩擦可能性加大、系统稳定性降低，
因此，参与博弈者的自律很重要。广
场舞也一样，假如广场舞者们能换位
思考，设身处地替别人想一想，并采
取一些自律措施，就能在各种利益间
取得平衡，广场舞也就没那么令人反
感了。广场舞可以分区、分时段，尽量
避开密集的居民区，不在早、午、晚等
休息时间段开跳。如果避不开，就严
格控制音量、缩短跳舞时间，将对他人的影响降至最
低。时下，广州一些高校内的广场舞者们已用上蓝牙耳
机，在无声无息中翩翩起舞，这种自律与自觉值得点赞。

广场舞入全运会，对小区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
地方政府也是一个提醒。广场舞有噪音扰民、占地等弊
端，小区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有责任和义务进行协
调，以保障大多数业主的利益。地方政府部门，既要盘
活存量也要做好增量，增加场地供给——发掘利用城乡
商业广场、企业和社区场地、边角空地等社会场地资
源；加大公共文化体育场馆免费开放力度，充分提高场
馆利用率；加大体育运动场馆的建设力度。

广场舞进全运会，立法还会远吗？相对于广场舞的
增速与规模，规则供给处于滞后状态。近年来，北京等
多地出台相关法规和文件，
从场地、时间、音量等方面
为广场舞立规矩，这是一个
好的开端。但愿广场舞入全
运会能加速建章立制过程，
让广场舞发展有法可依。

（据《广州日报》）

带着驯鹿参加运动会

“原先是杀生，现在是唐僧”，敖鲁
古雅鄂温克族猎民古革军身着民族特色
服饰，在内蒙古自治区根河景区驯鹿群
的围绕下，笑着谈起告别狩猎后的生活。

如今，“70 后”的古革军在放下猎
枪、饲养驯鹿的同时，开始接触旅游
业，融入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驯鹿是我亲密的生活伙伴，也是森
林的招财宝贝”，古革军表示。通过驯鹿
养殖、旅游、鹿茸采集等，他获益良
多。像古革军一样，饲养驯鹿、家庭旅
游等逐渐代替狩猎成为鄂温克族猎民的

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

狩猎时要住“撮罗子”

说起 2003 年之前在山上的生活，古
革 军 对 “ 撮 罗 子 ” 体 会 最 深 。“ 撮 罗
子”，圆形尖顶、呈伞形状，是鄂温克猎
民狩猎时的居所。

“撮罗子”易搭易拆易搬，夏天在上
面覆以桦树皮，冬天则盖上防寒保温的
狍、鹿皮。古革军告诉记者，山上最冷
的时候，有零下50多度。“‘撮罗子’中
间架着篝火取暖，猎民把身体前边烤完
之后，马上就得烤后边，”古革军说，

“这一晚上，就跟烙饼似的，光在那翻

身，确实辛苦。”
说完住撮罗子的往事，古革军又开

起了玩笑，“要是住过一回，终身受益啊！”
而今，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鄂温

克猎民住进了猎民新房，在饲养驯鹿的
同时发展家庭旅游。户均 88 平方米的仿
北欧阁楼式鄂温克民居，已成为敖鲁古
雅鄂温克猎民发展“家庭游”的新热点。

开发特色手工艺品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猎民饲养了 1200
余头驯鹿，是我国唯一的驯鹿种群。

驯鹿为野外放养，自行觅食，主要
食物是苔藓、桦树嫩叶和蘑菇。景区驯

鹿点管理人员表示，驯鹿还吃点青草，但
比较挑食，“只吃青草的尖部”。驯鹿，成
为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离不开的文化标签。

依托驯鹿文化，敖鲁古雅鄂温克民
族乡开始大力开发旅游纪念品，与驯鹿
文化有关的手工艺品成为亮点。据了
解，这些产品多取材于桦树皮或鹿角、
兽皮等原材料，大大小小的手工艺品多
与驯鹿文化有关。

桦树船、皮包、驯鹿鹿角项链、耳
环……各种手工艺品独具民族特色，上
面的驯鹿形态优美，灵动活泼。

“敖鲁古雅风情、驯鹿文化特色”，
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正在努力打造一
张亮丽的旅游名片。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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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远洋渔业船队整装待发。 （资料图片）

近日，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
股份有限公司透露，国内最高速的
悬挂式单轨列车在中车四方下线，
进入型式试验和试运行阶段，其设
计时速为 80 公里，最高运行时速为
70公里。

图为列车在试验中。
新华社发

江西：“水上公路”引客来

浙江：“仙气”广场好纳凉

日前，随着鄱阳湖进入汛期，水位大幅上升，永
吴公路大湖池段被水淹没，形成了奇特的“水上公
路”景观，引来游人观赏。 宋振平摄 （新华社发）

日前，浙江省德清县下渚湖街道二都村在村
头的防风广场上，安装了雾升系统，共有出气孔700
个，为居民提供了纳凉好去处。 （人民视觉）

不久前，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带着驯鹿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驯鹿出场时，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

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有“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之称。“敖鲁古

雅”是鄂温克语的音译，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曾经，敖鲁古雅

鄂温克人常年居住在密林深处，靠狩猎和饲养驯鹿生活。2003年，敖鲁

古雅鄂温克族猎民才放下猎枪，从原始大森林搬到了山下的根河市西

郊。目前，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猎民仅有308人，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

较少的民族，现有14个猎民点，饲养驯鹿1200余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