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台港澳周末 2017年8月5日 星期六
责编：陈晓星 邮箱：cxx@people.cn

湾湾

看
台

港
人
广
东
就
业
新
利
好

港
人
广
东
就
业
新
利
好

声音

近日，台湾传出志工后继乏人的消息，令
人扼腕。

志工即志愿者，是不计报酬服务他人者，
是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标尺。志工在台湾不是
小众的概念，在医院、博物馆、社区和重大活
动上，都能看到志工的身影。志工也不限于职
业阶层，在台湾采访期间，记者曾在台北花博
会上看到文化名人陈文茜当志工；一位计程车
司机和记者聊起云南某村的情况，他曾随慈济
去那里当过志工；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后
匆匆赶往一场残障人士的活动，也是去当志
工。和一位台湾同行谈起这些，她说：“我退
休后的规划就是去附近的小学当志工，在上下
学的时段在附近路口保护小朋友过马路。”另
一位台湾朋友准备去临终关怀病房当志工，问
他为何选择如此沉重的工作，他说：“我妈妈
在临终病房时一直得到志工的照顾，他们太令
我感动了。我有时间了，当然要去那里照顾别
人的父母”。

台湾的志工不是随便当的，他们都身在各
自的团体，要经过培训，接受纪律约束，并要
遵守 《志愿服务法》，接受奖励也要合乎 《志
愿服务奖励办法》。

记者曾采访过玉山管理处的志工管理，他
们有 600 多人的志工队伍，每个人都要完成培
训课程、参加实习，经评定合格后才能成为志
工。这里的志工分为解说志工和环保志工两
种，解说即向提出解说申请的游客解说玉山之
美，环保即在玉管处的安排下参与各项日常工
作。玉管处将需要人手的信息发布在网站上，
志工便会与玉管处联系，从四面八方赶来服

务。有些志工从服务社会中找到成就感，也有
的志工成长为专职解说员、生态摄影师，这就
是志工们的“报酬”了。

志工已成为台湾社会的一道风景。但据
《联合报》 报道，近日有多个公益团体表示，
志工队伍老化，后继乏人。台湾防止自杀的

“生命线专线 1995 （要救救我） ”表示，现在
排班越来越困难，本应24小时值班的热线，现
在只有17个县市能保证人手。去年他们的2637
位志工共接听了 17 万通来电，全台的 57 条 24
小时专线，有些电话根本来不及接听。现在有
意愿加入志工队伍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
少，台南的热线志工平均年龄已达65岁。

服务独居老人的华山基金会也遇到同样的
困境，他们在台湾各地有5000位志工，以35岁
至 60 岁的家庭主妇和自由职业者为主。现在，
新加入的志工很少，特别是在中南部和偏僻乡
镇，有的地方只剩一名站长。年长志工有的已
不能胜任照顾老人的工作，原来可安排转做行
政管理，现在却还得坚持入户。为吸引年轻人
加入，基金会设计了比较简单的服务，比如每
天为老人送餐一次，希望有更多的人体验志工
的工作，关注公益团体。

服务未成年人的家扶基金会表示，现在寄
养家庭的主人也年龄偏大，很多都是快退休的
人了。虽然年龄大有耐心有经验，但和儿童沟
通有障碍，体力也不足以陪伴孩子。家扶基金会
一直希望年轻的夫妻接受寄养儿童，他们设计
各种活动，请寄养家庭讲述自己的故事，举办寄
养家庭训练班，为寄养家庭提供喘息服务等，但
愿意接受寄养儿童的年轻家庭越来越少。

对
此 ， 家 扶
基 金 会 也
表 示 理
解 ， 现 代
家 庭 多 是
夫 妻 共 同
上 班 ， 必
须 为 工 作
奋 斗 。 就
算 全 职 年
轻 主 妇 ，
面 对 寄 养
儿童的心理、生活照料等问题也会心存顾虑。
有公益团体表示，台湾的志工文化正在慢慢改
变，年轻人有时间更愿意兼职挣钱或玩乐，服
务他人、回报社会的意识不如父辈强。这也许
和经济不景气和没有安全感的大环境有关系，
上一辈生活在经济起飞的年代，对生活充满感
激和希望，就算辛苦也愿意为社会为他人做些
事情。

面对现实，有识之士为台湾志工文化的未
来出谋划策。《联合报》 报道，中正大学社会
福利系副教授郑赞源认为，近年来台湾志工领
域大增，有导览志工、图书馆志工、博物馆志
工、环境志工等。不同单位与团体需求的志工
不同，管理上各自为政，台湾没有一个专门的
志工部门，可以调配志工资源、培训志工新
人、弘扬志工文化。如果有这样的部门，必要
时可出台各种鼓励、奖励措施鼓励人们投入志
工服务，或能缓解志工后继乏人的困境。

志工渐老 后继乏人

台湾讨论保护公益精神台湾讨论保护公益精神
本报记者 陈晓星

为在广东省工作的港澳台及
外籍人才提供购车购房和社保服
务，广东近日推出“人才优粤
卡”。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指
出，这对港人在内地经商就业是
新的利好，尤其是给香港的年轻

人创造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港人在大湾区发
展建设中可一展所长。文章摘发如下：

香港与内地经济联系日趋紧密，港人北上发展已
成潮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令港澳与广东的进一
步融合成为大势所趋。统计数字显示，在内地工作的
香港人接近九成在广东省。一项关于香港学生工作意
愿的调查显示，九成受访香港学生看好内地的经济前
景，半数愿意到内地工作。内地近年在劳工薪酬和福
利上大大改善，一线城市与香港在薪金上的差距大大
缩小，这都成为港人愿意到内地工作的重要原因。

不过，虽然香港与广东在产业合作上更趋紧密，
但对跨境到内地工作的港人而言，仍然有社会保障、
医疗、子女就学就业等方面的障碍，不能享受当地居
民的待遇。广东省此次推出“人才优粤卡”，为香港人
提供尽可能的便利措施，让港人北上营商工作更无后
顾之忧。港人尤其是青年人应该拓宽视野，跳出香港
窄小地域的桎梏，抓住机遇，勇于探索，大胆尝试，
为自己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面对广东省出台新政策促进大湾区内的人才流
动，反观自身，香港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一是政府和社会团体应该积极制定一系列培养青年的
方案，包括举办培训班、提供实习机会，拓阔年轻人
的视野，提升年轻人的竞争力，为大湾区人才一体化
作准备；二是学习广东省求才若渴的精神，优化吸引
内地和海外优秀专业人才来港发展的有关制度，尽量拆除壁垒，消除障碍，
提升香港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让香港成为各方人才的汇聚之地。

在为介绍这本书事先录制的一段视频中，琼瑶
说，“这是一本提倡‘善终权’的书，是一对老夫老
妻面对生命衰老、失智、插管、死亡的问题。我也
是第一次把我们之间真正的东西拿出来，比如把平
鑫涛写给我的信拿出来，以前我从来没有把他写给
我的信公开，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要让你们知道，我
不是在写小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这部被琼瑶自认为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
本书里”，她写出了丈夫平鑫涛从患病到插管再到失
智、卧床不起的过程，也追忆了他们共同生活中的
美好时光。在记者会上谈到丈夫的病情时，79岁的
琼瑶两度情绪激动落泪，她说我们相爱50年，“到最
后我要面对一个失智的人，每一天不同的变化我都
要面对。他忘了，而我不能忘，几度我都要崩溃。
我需要帮助，但也没人能帮助我。这一路走来，最
后他大中风，医生判定他不会再醒来，已经不在我
们这个世界了。他不愿意插管，不愿意接受加工的
生命，可是他的儿女们不同意。”

琼瑶在记者会上谈到她与平鑫涛两人曾聊到生
死的问题：“我很早就跟鑫涛说，你比我大11岁，可
能你会走在我前面，我不认为你走了我
还能够单独活下去”。琼瑶当时曾问平鑫
涛：“你认为什么时候活够了，我配合
你，到那个时间点我们一起到山明水
秀、很美的地方自我安乐死，这样不是
很美、很浪漫吗？但平鑫涛却不同意。”
琼瑶说，后来她一直求平鑫涛订个日
子，于是他们就定在了琼瑶 75岁、平鑫
涛 86 岁的时候。然而到了相约的日子，
平鑫涛竟早就忘了。琼瑶问道，我们有
个约定，你忘了吧？平鑫涛这才认真地
跟她谈起生死，他对琼瑶说，：“人加工

自杀是错误的，加工活着也是错误的。人自然而
生，也要自然而死；生于自然，也要死于自然。以
前我答应你的是糊弄你的。自然的生、自然的死，
这才是生命的本质。”

“这么相爱的老夫妻其实并不好，因为总有一个
要先走，剩下的一个怎么办？爱到极致，一定要学
会放手。”琼瑶说：“放手不等于放弃，他如果能
救，我们一定救他，因为我们爱他。这是他人生的
最后一站，我一定要让他快乐，我们现在不论做什
么事情，都是为了他能快乐而终。”琼瑶说：“我们
没有死亡教育，这太悲哀了。我自己也是面对到了
我才来学习。什么是爱，因为你爱他，你才会希望
他善终。”

在谈到自己这第一本非小说时，琼瑶表示，平
鑫涛第一次插鼻胃管后留下后遗症，无法吃固体食
物，当时琼瑶就答应平鑫涛，不会再让他插第二次
的鼻胃管。 但最后仍需第二次插鼻胃管时，琼瑶说
她的心情是“无比的煎熬与痛苦”。

琼瑶说，她觉得很对不起平先生。她说自己有
一阵子几乎天天都会梦到他，然而这些梦醒来也就

忘掉了，“但是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很清楚的梦，他
（平鑫涛） 拿了一叠稿纸到我面前叫我写，梦醒之
后，我认为这是他要我写的一本书，他放弃了他的

‘善终权’，要我告诉社会，善终是多么重要的事。”
琼瑶说，在新书发布记者会的前一天，她也拿了新
书给平先生看，“我跟他说，你要我做的事我完成
了”。

平鑫涛的子女对琼瑶写这本书并不认同，虽然
他们不置疑她对他们父亲的感情，但他们在认定平
鑫涛的病情和是否坚持治疗上与琼瑶有很大分歧。
平鑫涛的儿子、皇冠出版社社长平云说，琼瑶阿姨
这本书谈的是“善终权”，但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我父
亲的“善终权”，而是长照问题。父亲中风后一直有
意识，可以用简单的字句与医生和子女沟通，身体
状况目前也很稳定，之前的脑部扫描结果让医生认
为未来可能进一步改善。

琼瑶在记者会上表示，与平家子女就“善终
权”起冲突是非常遗憾的，有朝一日他们想通了，能
了解她是多么爱他们的爸爸，就会有大和解的一天。
不过，曾经在皇冠出版了自己全部65本书的琼瑶已经

收回了自己的版权，她的这本新书《雪花飘
落之前：我生命中最后的一课》也是交给了

“天下文化”来出版的。
琼瑶表示，照顾失智症的病人的确让

人很崩溃。“人生中有生老病死，一定会走
到这条路上的，如果碰上了，眼泪会有，
崩溃也会有，但我都会重新站起来，用正
能量面对这一切。”琼瑶还说，“每天我会
告诉自己，今天又是一天了，要好好活下
去！因为这是他最希望我做的事情，我要
为他而做到，每天做下去，直到飘然落地
的那一天。”

爱到极致
要学会放手

朱新宇 文/图

台湾作家琼瑶8月1日在台北出席《雪花飘落
之前：我生命中最后的一课》新书记者会，披露自
己看护重病丈夫平鑫涛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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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风 是 台 湾 每 年 必 有 的 天
灾，也是政治人物的大考。台风
过后，有人丢官，有人被骂，有
人行情看涨。但丢官的未必没救
灾，看涨的未必没偷懒，个中缘
由在于政治操作和表现。因此，
台湾的台风总能搅动政治风波。

近日，台风袭台，蔡英文身
着红马甲坐镇指挥中心的照片先
占据“勤政”的高地，可惜的
是，配角们太不给力，左右官员
睡得东倒西歪，引来舆论嘲讽。
台湾 《联合报》 载文揭秘“勤
政”后的“败政”，文章指出，台
湾现行的“灾害防救法”对各级
官员的职责有清晰划分，但近些
年一有台风领导人就穿上红马甲
坐上指挥台，其余官员形同虚
设，难怪睡倒一片。领导人想表
现“勤政”，其实是破坏行政制
度，越权干涉，是最坏的示范。

除了蔡英文，民进党的政治
新星台南市长赖清德也在台风天
失了分。气象局预报南部大豪雨
后，高雄、屏东都在 7 月 30 日晚
宣布第二天停班停课，台南市却
拖到 7 月 31 日清晨才紧急宣布停
班停课，让上课、上班族早晨起
来“急转弯”，手忙脚乱。赖清德
曾 因 台 风 赢 得 “ 赖 神 ” 美 名 ，
2012 年台风天时，南部县市只有

赖清德没有宣布停班停课，结果真是和风细雨，赖清
德人气大升。之后赖清德屡屡不放假而失准，这次又
输，引发民怨。

有专家撰文指出，没有人能百分之百掌握台风动
向，县市长们实在不需要与天对赌，用台风假来铤而
走险。赖清德这次因台风跌跤，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将
市民的安危置于最优先的考虑。当然，台湾的政治人
物向来过于假仙，但民众对于政治人物的苛求也造成
了“台风秀”，好像每逢天灾，官员们都必须呆坐在防
灾中心监看电视屏幕，其实这不是面对天灾的正确姿
态，毕竟执政团队有专业分工。除了关注是否放台风
假、官员是否在现场，我们应该花更多精力去探索如
何减轻风雨所带来的损失，如何发展出雨季产业或雨
都时尚。

专家的话在理，但能否被社会接受难说。“赖神”
蒙尘，“新秀”又起。高雄市长陈菊和屏东县长潘孟安
因为精准放假而在网上成为“新风神”，被赞为“菊姐
美、孟安帅”。这种简单的评价标准助长了政治人物博
美名的作风，让本应科学艰苦的灾害应对变成一次又
一次的政治秀。

台
湾
的
台
风
很
政
治

邰
文
欣

7月28日，台风“纳沙”来袭前的台北天空。
新华社记者 周 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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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会上展示的琼瑶新作。记者会上展示的琼瑶新作。

台湾青年志工在广西百色市田阳县那满镇和留守儿童做游戏。
洪坚鹏摄

第十九届“香港动漫电
玩节”于 7 月 28 日起一连 5
天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电
玩节新增第一届“儿童玩具
节”，并为6至15岁小学生及
初 中 生 提 供 一 系 列 互 动 活

动，包括亲子工作坊、立体
场景自拍区、卡通人物活动
摄影区等。

本届电玩节约有 105 家
参展商、650个参展摊位，索
尼、乐高、微软等知名企业

参 展 ， 并 推 出 多 种 优 惠 活
动 ， 以 吸 引 动 漫 电 玩 爱 好
者。微软设有赛车飞驰体验
区，让参与者体验赛车的快
感。电玩节共设七大主题，
包括动画及漫画刊物，动漫
衍生产品，网络、电视、电
脑及数码游戏，玩具、模型
及人型手办 （套装模件），文
具、精品及影音设备等。

香港电玩节上乐趣多
小 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