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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缺工近年持续困扰台湾社会。据
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统计，岛内季
节性加上常态性缺工，一年竟超过 27万人
次。如此大的劳动力缺口，究竟如何补足？

拟推年轻人度假打工

据台媒报道，为解决农业缺工问题，
“农委会主委”林聪贤曾试想让年轻人打工
度假。根据近来台行政机构协商结果，相
关部门已经同意协助洽签越南、印度尼西
亚、泰国、菲律宾等国20岁到45岁青壮年
申请来台农村度假打工，每年希望有 800
到1000人，每人停留180天。

针对此前出现的外来移工来台后行踪
不明问题，“农委会辅导处处长”朱建伟
说，申请资格限制为在台新移民的亲属，
由新移民协助至各地农会申请取得资格

后，才能在当地申请度假打工签证赴台。
一方面因有在台亲人，另外也有各地农会
协助控管，能减少行踪不明的疑虑，也能
解决住宿问题。

农业缺工为普遍现象

即便有外来打工旅行者加入，帮助应
对季节性缺工问题，但据岛内专业人士估
计，由于缺工形势相当严峻，相应人力缺
口依然很大。

朱建伟说，岛内可以使用的劳工都已
尽力发挥，有耕莘团、技术团。目前还努

力提高劳动报酬增加吸引力，并要鼓励发
展机械代耕团。但根据“农委会”去年底
公布的“农业人力结构及劳动力调查”，岛
内季节性缺工严重。3月蒜头时节、4月洋
葱时节等需要采收的农忙时期，共短缺人
力 26.7 万人次。酪农业、畜牧业等常态性
缺工，则有1.5万人次。

“农委会”指出，主力农户中 34.2%有
外雇人力，显示农民雇工的情况并不少，
且农业缺工为普遍现象。中南部农业县市
缺工都相当严重，包括柑橘、葡萄、芒果
等果树类，蒜头、高丽菜、不结球白菜等
蔬菜类，茶叶、咖啡、畜牧业等都是严重
缺工的农产类别。

缺工问题短期难破解

在一些农民看来，800到1000人的打工度
假人数太少，而且并
非来了就能马上上
手。非季节性缺工的
酪农则认为，这对长
期缺工的产业没有帮
助，人刚训练好就差
不多要走了。有学者
建议，可以选定特定
乡镇、产业投入试办，
如此才会有效益。

台湾庆全地瓜
总经理黄荣清说，
来台 180 天确实对
农忙期的缺工有帮
助，可以协助种植、
采收以及一些基础
劳务工作。不过，他
也提到，自己的合

作小农目前就短缺至少 50 人，来台 800 到
1000 人完全不够。他呼吁当局加快脚步，帮
助应对人力短缺，避免农业因缺人而空转。

除了考虑引入外来打工度假者，“农委
会”此前为解决季节性缺工，在各县市成
立农业专业技术团，训练“农业师傅”，入
选者可享劳动和健康保险，每个月还有奖
励金和务农基金，再加上可学到农业技
术，月薪也有机会领到 5 万元新台币，有
民众兴起了转业念头。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农业师傅”政
策被证明效益有限。而想要短时间内解决
缺工问题，许多农民都不讳言“不可能，

没有特效药。”

培养青年农民是方向

台湾老农昆滨伯说，农业缺工问题不
仅出现在台湾，日本也一样，只是日本不
断更新农用机械设备，弥补缺工。但台湾
短时间内要解决，依他看“真的无法度”。

台湾屏东科技大学校长戴昌贤认为，
农村凋零让年轻人看不见希望，土壤生态
破坏及气候变化都是农业萧条的原因，农
业要如何转好，农友的跨领域知识培养是
关键。他说，农业如今不再仅是单纯种
植。如何种得更养生、健康，如何不被中
间商剥削等问题，都需纳入考虑。农村人
口老化是事实，要振兴农业，需要大批青
年农民投入，但不是要找他们回来埋头苦
做，而是协助多方面的知识学习。

戴昌贤说，安全农药与新兴机具的使
用、农闲时的土地休闲运用等，都是青年
农民要面对的跨领域课题，农友间的互助
互惠关系也要妥善处理。所以帮青年农民
补充多元知识，培养提高他们的能力，才
能对症下药解决缺工。

基层劳力不足是症结

台湾劳动部门曾委托台湾嘉义大学培

训新型农业人才，帮助来自全台的学员学习
温室栽培等农业技术，希望通过农业转型、
技术科技化、智慧化，重振台湾农业。但学者
专家坦言，农业缺工问题有季节性、农作物
类别的不同，难以全面彻底解决。

嘉义大学农业推广中心主任李堂察
说，“农委会”也委托嘉义大学执行农业学
程公费生4年计划，陆续培养230余名新农
人回到农村当干部，从事农业经营管理、
技术运用等工作，并带动周边产业发展，
长期培养农业人才。

在李堂察看来，当前农业缺工问题症
结在基层劳动人力不足，牵涉工时、工资
结构等问题，开放外来劳工、弹性工时及
工资条件等措施，不失为填补季节性缺工
人力的方法。

嘉义大学教授沈荣寿认为，荷兰、美
国、日本等国也同样面临缺工问题，农业
工程科技化、导入人工智能科技、自动化
或半自动化机械农机运用，可适度改善缺
工情形。但台湾在这方面发展缓慢，落后
先进国家和地区。

上图：台湾拟开放 20-45 岁青壮年申
请来台农村度假打工，以缓解劳力不足。

（图片来自台媒）
左图：屏东科技大学校长戴昌贤认

为，农友的跨领域知识培养是关键。
（屏科大供图）

位于台湾新北市北海岸石门区老梅里的海岸，由于特殊的海蚀地形，加上东北季风的作用，浪
花滋润“石槽”岩面，滋生大片绿色的石莼海藻，在每年4、5月间形成令人惊叹不已的“绿石槽”
景观，总能吸引大量民众前来一窥自然美景。

上图：“绿石槽”景观。
下图：近日前往参观的民众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任成琦摄

出来玩一趟，带点什么礼物回去给
亲朋？在澳门，答案简单明了：大马路
上、机场码头的游客们，几乎人手一份
游澳纪念品——手信。

手信是什么

手信，在台湾也称作伴手礼，往往
指人们外游时为亲友买的小礼物。除当
地土特产品外，手信也可以是有当地特
色的T恤衫、钥匙链、冰箱贴等，并非
价值不菲的名贵物品。

澳门街，有种古早味。百多年来，
这种“手工制作，炭火烘焙”的香味，
一直吸引着外来游客——从当年的香港
人到如今的内地人。从最出名的杏仁
饼、鸡蛋卷、老婆饼、鸡仔饼，到永远
都吃不腻的猪肉干、花生糖、腰果糖
……都是澳门手信的关键词。

其实最初澳门饼食并不具备手信的
功能。上世纪30年代，澳门的工商业以
客货运码头为中心，形成旧澳门最繁荣
的商圈。为满足区内的饮食需求，内港
一带的大街小巷陆续出现不少饼店，制
饼业渐成规模，并迎来行业发展的第一
个全盛时期。几十年来，大多数饼家前
店后厂，都是典型的家庭式作坊。

对于那些漂洋过海的人们来说，回
味澳门的杏仁饼，无异于回味故乡的味
道和浓厚人情味。杏仁饼、老婆饼等传
统饼食不再是简单的充饥之物，逐渐成
为离澳访亲的人们必带的一种礼品，澳
门手信业随之逐渐成形。

小点心做成“大茶饭”

细究起来，据说现在澳门手信的
“龙头老大”杏仁饼来自内地，猪肉干
则最早是新加坡特产，但都在澳门得以
发扬光大，小本生意的糕点业也因为澳
门回归的历史机遇成为“大茶饭”。近
几年澳门游客年均超过3000万人次，各
种赛事、盛事也越来越多，手信业俨然
已成为澳门旅游业的招牌。在澳门上百
个手信品牌中，钜记与咀香园是最大的
两家，分店从澳门半岛开到离岛。创办
于1935年的咀香园最早不过是清平街上
一间饼屋，从 1935 年到 1999 年的 64 年
间，这家老字号始终只有一间店铺。回
归之后，咀香园的分店几乎一年一间，
至今已有10多间分店。而钜记回归前是
一家只有 2个员工的“走鬼档”（流动）
铺，如今在澳门也有20多家分店，甚至
发展到新加坡，成为跨国品牌。

为了量产，为了卫生，为了品质稳
定，澳门各手信大号的生产流程都进行
了现代化改造：师傅变了厂长，机器取
代人手。一位入行30多年的老师傅，西
饼店、唐饼铺都做过，见证了这些年来
澳门手信业的转型发展：“旧时做唐
饼，几个师傅围住一张台，杏仁饼、花
生糖，什么都在那里完成。但人只有一
双手，不可能做太多。今日不同了，全
部由生产线做，产量大了 15 至 20 倍。”
难怪咀香园第三代掌门人黄若礼感慨：

“如果不是回归，手信业已经是夕阳产
业，哪有咸鱼翻身的一日。”

由此了解手信的过往

澳门手信已有过百年历史，手信博
物馆却开张不过 7年。为传承澳门本土
文化，保留珍贵历史，钜记饼家早在
2009年就有意筹建一所与手信有关的博
物馆，并开始收集过往手信业的各式物
品。2011年7月19日，在澳门特区政府
社会文化司、旅游局、文化局等官员的
见证下，全球第一家以手信为题材的博
物馆开幕，由香港著名电影人、作家兼
美食家蔡澜题写馆名。

手信博物馆藏身于著名世遗景点妈
阁庙附近的一间钜记店铺里，外墙设计
融入了澳门中葡文化特色。展馆收藏了
150 多件与澳门手信有关的物品，有过
去晃记饼家及英记饼家月历铁牌、百多
年前的价目表、手信和月饼包装纸、手
信盛载器皿等。熟悉的包装，熟悉的制
饼工具，熟悉的老饼店……勾起长辈们
的旧日回忆，勾起了舌尖上种种熟悉的
味道。

钜记饼家以花生糖起家的手推车放
在醒目的位置，当年，他们正是凭着这
一辆手推车走遍大街小巷，把花生糖的
香味传得街知巷闻。现场还配置了三块
应用实景技术的互动屏幕、电子互动小
游戏等设施，让市民、游客进一步了解
昔日澳门的手信业、老一辈澳门人的生
活和手信的制作过程。

临近世界读书日的这
个周末，台湾大学附近的胡
思书店举办了学术讲座和
纪念诗人洛夫的朗诵会。这
家二手书店的入口在背街
小巷，招牌也比旁边的小吃
摊低调，却吸引了不少读者
和名家慕名而来。

文史作家蔡登山是店
里的常客，他觉得逛二手
书店“就跟挖宝一样”，如
果看到喜欢的书犹豫了，
没 有 当 机 立 断 ， 第 二 次
去，发现已经没有了，就
只能后悔。

二手书店的书大多来
自私人出售，很多都只有一
本。出于成本考虑，书店也
没有把收来的书做成可检
索的数据库。读者来到书架
前，刚好看到了就是缘分。

蔡登山说，他更喜欢
的是一些非公开发行的自
印本，里面经常能找到珍
贵的史料。

即使是普通一些的旧
书，也往往会带来跟读新
书不一样的惊喜。有的前
主人会在书上留下眉批，
蔡登山甚至还见过有人在
书里贴上相关内容的剪报。

来自大陆的汪姓学生
在书店里不一会儿就挑了
七本书，其中一本是上世
纪 80 年代初出版的。他认
为，台湾社会对二手书非常“友好”，产业
也很成熟，买卖二手书的双方都能感觉到
知识被尊重。

据蔡登山观察，台北二手书店几十年
来变化很大，从之前的摊点经营，到商场
地下室，再到现在集中在台大和台师大附
近，很多二手书店都已经跟新书店一样干
净整洁、宽敞明亮，还各具特色与专长。

谈到现代人日渐缩减的读书时间对行
业的影响，蔡登山认为，网络购书对新书
店冲击比较大，但旧书店反而更有生命
力，只要能做出特色，自然能吸引到读
者。实体书店因为有独特的书香氛围，会
成为人们休闲活动的一个中心。

胡思书店店主蔡能宝也认为，阅读氛围
对实体书店非常重要。有些想卖书的客人会
亲自到店里转一转，实际看看店员待书是不
是足够珍惜，才会决定是否把书交过来，就
像是女儿出嫁前的考察一样。

蔡登山说，他的不少朋友来台北都点
名要求先逛旧书店，一逛就是一整天，好
的旧书店也是一个城市引以为傲的名片。

（据新华社台北电）

台湾农业缺工问题成“老大难”
本报记者 张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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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手信博物馆——
留住舌尖上的记忆

本报记者 苏 宁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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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舌尖上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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