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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取代杜绝
虽然台湾各地摊贩多，管理比较有序，但真正合法的摊

商寥寥可数。以台北市为例，全市摊贩数量超过3万，但领
有许可证的仅 1573摊。原来，自 1984年起，台湾摊贩的营
业许可证申领条件变得苛刻：符合条件的申请者要么是低收
入户，要么身体残障，要么 1984 年之前就已领证。其他摊
贩只好“望证兴叹”，非法经营。

不过，对于摊贩非法摆设的情形，岛内各县市政府并不
是采用杜绝、禁止其开张的方法，而是提倡辅导转型，让住
户和游客更好地享受物美价廉的夜市与地摊经济。

台北市政府市场处的工作人员表示，数十年来，台北市
政府对于摊贩管理有着一以贯之的原则：承认它们是城市与
生俱来的一部分，容许它们的存在，但不放任自流，而是划
定区域、摊位、经营范围，予以保护和管理。

针对住户和摊贩出现冲突的情况，当地政府也会扮演关
键角色，介入居中调停；甚至和摊贩代表一起，挨家挨户与
住户沟通，协助双方取得共识，让摊贩们规范经营，与周边
住户相安无事。例如新北市永和区的乐华夜市，曾经因嘈
杂、脏乱而遭住户申诉，被台当局撤销营业许可。但在新北
市政府的辅导下，如今乐华夜市已成为新北市的优质商圈。

夜市自我管理
傍晚时分，位于台北市双连捷运 （地铁） 站附近的宁夏

夜市陆续迎来了小推车，摊贩们架起帐篷，摆好桌椅，准备
着香飘四溢的美味小吃。经历过一夜人潮的洗礼，第二天上
午人们再路过这里时，晚上摆摊的地方已然变身成一条车辆
正常穿梭的道路，也不见一点垃圾和油渍。

这是台湾夜市的常态，但它们并非一直以来都如此整洁
有序。以宁夏夜市为例，上世纪 90 年代，宁夏路居民因不

堪忍受夜市的杂乱和噪音，强烈建
议台北市政府把摊商迁走。此时，
宁夏夜市自治会挺身而出，组织摊
商筹资，统一安装了油脂截留器，
需要油爆、热炒的 138 个摊位，全
部接通油污入水口。此外，大多数
摊贩还在自治会的倡议下自费安装
了静电式除油烟机。

20 多年来，宁夏路的居民再也
没有因为环境问题与夜市摊贩发生
矛盾。在这里，夜市自治会发挥着
重要作用。

曾经，台“经济部商业司”对
“地摊经济”伤透了脑筋，既担心遍
地的摊贩影响市容，又怕过度取缔
后引发摊商抗议，无法解决失业问
题。于是从 2003 年左右开始，“经
济部商业司”要求摊贩自己筹设自
治会，由自治会筹资聘请保安来维
持市场交通秩序，营业结束后要请
人打扫环境、清运垃圾等。这种自我管理带来了摊贩经济的
有序发展。

寻找相处之道
除了集中经营、有自治会管理的摊贩，台湾街头也有一

些“打游击”的小摊贩。他们不仅没有合法证照，也没有加
入任何组织、拥有编号。对于这些摊贩，台湾的警察们会重
点盯防。

按照台湾“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对于未经
许可在道路上摆摊设点的行为，警察一旦发现，有权给予
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货品。但台北市警

察局的一位员警透露，只有那些严重扰民，引起市民投诉、
屡教不改的无照摊贩，他们才会下狠手严厉处罚。一般情况
下，双方处于“良性互动”的状态。

比如发现无证摊贩在街头摆摊时，警察们首先会上前劝
导。多数摊贩会在劝导后离开，有的甚至摆摊时就四下张
望，一看到警察出现就立马拿起东西开溜，直到警察远去后
再次摆摊。不过，警察们也不对他们穷追猛打，毕竟摆摊者
都是生活困难、需要补贴家用之人。而摊贩们也很感激警察
们时常能网开一面，自觉注意言行，不堵塞人行道，不高声
叫卖，离开的时候会把周遭卫生打扫干净。

因此在台湾，警察与摊贩们少有起冲突的情形。互相谅
解正是他们的相处之道。

炎炎烈日下的香港赤柱正滩，震天的锣鼓和呐喊声中，人
们的目光不自觉地被龙舟吸引。端午将至，长洲岛、沙田、香
港仔、荃湾……香港多个海滩被赛龙舟这项古老运动“占领”。

与内地赛龙舟大多在江河中进行不同，由于拥有多个开阔
平静的港口，香港的龙舟比赛大多在海中进行。目前香港有近
280支龙舟队，每年有近60场大大小小的比赛。对港人来说，赛
龙舟不仅是端午时才有的民俗项目，更是生活的一部分。

记者在赤柱海滩边见到刚从龙舟上下来的蒋肇轩，他是
闪耀永明龙舟队的划桨手，平时则是一位金融从业者。在赛
前繁忙的训练之余，他对记者讲述了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情形。

“我大脑一片空白，好像连怎么划桨都突然忘记了。”蒋肇
轩说。

在比赛的锣鼓声中，飞溅的水花打湿了他的眼睛和身
体。还来不及擦一擦，就要立刻集中精力，划第一桨。这与平
时训练完全不同。“我看了一眼身边的队友，心想硬着头皮上
吧。”他回忆说。

“赛程过半时，有的队员已体力不支，有的队员还有余力，
但勉强还能维持统一。”蒋肇轩向记者讲述龙舟比赛时的种种
细节。终点近在眼前，还有最后40板。由于体力原因，他发现
队友们的节奏几乎都乱了。关键时刻，不知是谁喊起了他们
平时训练的口号“Power！Up！（加油）”。不同年纪、不同职业
的队友们突然又有了统一的节奏。

在一声声的“Power Up”中，蒋肇轩所在的龙舟冲过终点线。
香港龙舟锦标赛的赛道一般长300米，到达终点要划100

板到120板。“每一板都需要高度专注，全力以赴。”担任龙舟教
练近20年的侯志辉说。

“为鼓足力气，划前30板时，我们都是不能呼吸的。”香港
福建菁英龙舟队的划手赵松梅告诉记者。不同的龙舟队伍有
不同的技巧和“战术”，赵松梅的队伍前30板会拼尽全力。

临近端午节，赵松梅所在的龙舟队已连续5个周末参加各
类比赛。与所有的集体项目一样，赛龙舟也要经过严格的训
练。每周一、三、五的晚上，从事厨师行业的赵松梅都会到葵

涌货运码头，在灯光和汽笛声中与队友一起训练两个多小时。
“我从七八岁就开始接触龙舟了。”在福建农村长大的他，

小时候经常上龙舟，“记得有一次我刚开开心心地跟大人一起
坐龙舟回来，就看见妈妈拿着竹条在岸上等着准备揍我”。

15岁从福建来到香港以后，赵松梅一度远离龙舟。直到
2015年，他经朋友介绍加入了香港的龙舟队。入队后，他深深
感受到香港龙舟运动的繁盛。目前，香港有国际龙舟邀请赛、
香港龙舟嘉年华等多个国际性赛事，超过 80%的龙舟队中有
外籍人士加入。

按照船的大小，香港的龙舟可分为大龙、中龙和小龙。一
般参加国际标准赛事的龙舟是中龙。船上会有 18到 20名队
员、一名舵手和一名鼓手。

香港几乎没有专业从事赛龙舟的运动员，所以同一条船
上的队员平日的身份完全不同。在工作日，他们是装修工人、
写字楼文员、政府工作人员等等；在周末，他们换上统一的队
服同舟共济。

侯志辉说，在龙舟上，队员们回到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情
感——为了一个目标而拼尽全力，这也是赛龙舟最美的地方。

不仅是普通人，香港还有一支名为“黑武士失明龙舟队”
的盲人龙舟队，侯志辉在队中担任顾问。队伍中一半是盲人
队员，一半是义工。龙舟给了这些盲人生活的快乐和动力。

“在公司工作时，总觉得谁的业绩最好谁就最叻（厉害）。
而到了龙舟上，发现真的不是这样，划得最快的人一定不能心
急。因为一个人的‘快’，并不能提高集体的速度。大家的统
一、协调和默契才最重要。”蒋肇轩说，“上了船你就会明白，每
一板我们都在拼尽全力。”

回望与龙舟多年的缘分，赵松梅说，喜欢划龙舟不仅是因
为能锻炼身体，还能更痛快、更热血地感受运动的激情。蒋肇
轩则表示，在龙舟上，他不仅见过香港最美的海景，也明白了
集体的真正含义。

“全力以赴前进，集中精力拼搏，整个团队亲密无间合作，
这就是龙舟里透着的哲学。”侯志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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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如何管理“路边摊”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回到阿嫲住过的地方，
耳 边 听 到 的 还 是 熟 悉 的 方
言，感觉就像到了家一样。”
回 到 福 建 泉 州 大 岞 村 的 古
厝，今年 34 岁的林竑伟感慨
万千。在他看来，眼前的景
象 “ 新 奇 ” 而 又 “ 似 曾 相
识”。

林竑伟来自台湾基隆，
在他的记忆里，大岞村是奶
奶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上个
世纪，林竑伟的父母跟随父
辈 举 家 迁 往 台 湾 ， 从 此 以
后，“回家”便成了绕不开的
念头。“从小爸妈就会和我聊
大陆的亲戚，让我有机会一
定要回家看看。”林竑伟说。

这 是 他 第 一 次 回 到 大
陆，与他一同“回家”的，
还有 150 多位台湾乡亲。近
日，第十届海峡论坛“同名
村·心连心”原乡之旅活动开
启，来自闽台 11 对同名村的
200 多位乡亲踏上前往厦门、
漳州、泉州、龙岩等地的原
乡之旅。林竑伟与基隆大岞
村的宗亲一道回到泉州市大
岞村。

“物有报本之心、人有思
祖之情。福建与台湾一水之
隔，共同的渊源造就了闽台
两地唇齿相依的同名村。”福
建 省 台 联 党 组 书 记 江 荣 全
说。据了解，早期大陆先民
渡海赴台，因思念故土，便
为新聚落赋予故乡的名字，
如今一对对同名村成为两岸
宗亲寻根问祖的天然桥梁。

本 次 活 动 除 原 乡 之 旅
外，还选取“食同味”为切
入点，让两岸同名村宗亲共同品尝五香
卷、海蛎煎等闽南特色美食，在参与活动
的趣味中领悟两岸一脉相承的饮食文化。
在林竑伟看来，能够回到“阿嫲生活过的
地方”追寻“阿嫲的味道”，是一次意义非
凡的体验。

“通过两岸宗亲的对接联谊，两岸同胞
的心灵距离得以拉近，希望以同名村活动
为联谊平台，继续加强两岸同名村乡亲的
交流与合作，携手共创两岸同名村的未
来。”台湾闽台同宗同名村交流中心主任陆
炳文在致辞中表示。

联谊活动期间，在当地宗亲的引领
下，150多名台湾乡亲还将赴厦门、漳州等
地，参观青礁慈济宫、云水谣等景点，感
受大陆的发展变化。

近日，在香港
会展中心，毕业生
设计师和模特集体
亮相。当天，香港
理工大学在香港会
展中心举行2018年
度 毕 业 作 品 时 装
展，展示该大学纺
织及服装学系应届
毕业生的时装作品。

右图：图为模
特在走秀，展示时
装作品。

下图：图为毕
业生设计师和模特
集体合影。

新华社发 （王
申摄）

鸭血汤、卤味、刨冰，棒球帽、衣服、首饰……走在台湾的大街小
巷，售卖着各式商品的摊贩随处可见，多元化摊贩已然成为台湾的特色街
景，并衍生出了著名的夜市文化。据台“行政院主计处”统计，全台共有
31万个摊位，年收入达5500亿元（新台币，下同）。

摊位的数目如此庞大，且有相当多数为“无照”摊贩，台湾有关部门
如何做到让“摆地摊”井然有序，防止治安、卫生、交通方面问题的发
生？丰富多彩的夜市如何保持环境的整洁舒适？

漫画：路边摊。（资料图片）漫画：路边摊。（资料图片）

香港海上龙舟队香港海上龙舟队：：

同舟共济 拼尽全力
新华社记者 周雪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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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台湾夜市中琳琅满目的摊位。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