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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6时，天光未明，街道两边的银行
和商铺门锁紧闭，路上少见行人。62岁的张
德荣来到自己位于香港尖沙咀广东道和海防
道交界的报摊，和守摊8个钟头的姐姐交个
班，旋即到附近的写字楼派发当天的报纸，
以此开始了一天16个小时的工作。

寸土寸金、霓虹闪烁的香港街头，隔不
远就会在路边见到一个报纸档。买报的人递
上几元港币，从报贩手中接过当天的报纸，
开始阅读生活。经年累月，报纸档构成了日
复一日不可或缺的街头生活风景。

一个不起眼的报纸档，往往有几十年甚
至上百年的历史，几代市民家庭依靠它维系
生计。

报刊售卖主力军
派完 100多份报纸回到报摊，张德荣又

马不停蹄整理摆放当日报纸，打理自己一
平方米多的报摊：书籍、杂志、报刊码放
整齐，各归各位，卖得好的香烟、瓶装
水、凉果、口香糖放到显眼位置，等待顾
客光顾。

报摊在香港被称为报纸档，摊主则被称
为报贩。这些在街头擦肩而过的报纸档，不
仅年岁够久，也是香港现存600多家注册报
纸和期刊售卖的主力军。

1904年，首个流动报纸档在中环花园道

开档，开香港报纸档先河。在上世纪 90 年
代香港报业的黄金时期，香港街头有近2500
个报纸档。“那时候，每隔几米就有一个报
摊，生意红火得不得了。”张德荣说。

在那黄金年代，一个报纸档一天能卖千
份报纸，有时甚至达到 2000 份。每逢有爆
炸性新闻事件发生，销量更是惊人。“那时
候报纸卖得很好，根本不用卖其他东西来贴
补。”今年 58 岁、笑称 4 岁就在父母报摊当

“童工”的林洁卿回忆说，生意好做的时
候，她家里经营着四个报纸档，是报纸档给
了一家三代衣食无虞的生活。

“现在的报纸档比过去少多了。政府不
发新的牌照，买报的人越来越少，生意不好
做。”张德荣说。

林洁卿认为，互联网的普及令纸媒走入
严冬，作为分销商的报摊唇亡齿寒。免费报
纸的增加，便利店的竞争以及其他一些有商
业牌照的商店也开始兼卖报纸杂志，这些综
合因素导致了报摊数量减少。

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提供的最新数字印
证了张德荣的话。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全香港拥有牌照的固定报纸摊位仅剩 393
个。十几年的时间里，报纸档快速减少。

逆境中默默坚守
张德荣和林洁卿都表示，现在报摊生意

后继无人。
“老的老了，年轻的没兴趣。因为干这

行没假期、没钱赚，我们这辈人也许就是
最后一批卖报的了。”林洁卿现在处于半退
休状态，由妹妹接手了报摊生意，而张德
荣的儿子在港铁公司工作，更不可能接手
他的报摊。

香港街头守着报纸档的，绝大多数是六
七十岁的老人。他们亲历了报纸档的荣耀，
也目睹了这一行业的迟暮，如今依然坚定地
守护着从父辈手中接过来的这份事业，默默
而勤奋地劳作着。“真是非常辛苦，老婆、
姐姐都来帮忙，每天开足24小时。”张德荣
说，买报纸的人年龄都在40岁以上，“年轻
人都看手机，不买报啦。好在现在卖不掉的
报纸发行商可以回收，至少不会亏钱。”卖
报收入只能占到张德荣每天收入的1/10，其
余主要靠售卖物品。这与报摊的黄金时代比

“落差太大了”。
林洁卿的报摊位于深水埗的工厂区，面

积只有张德荣报摊的 1/2，夹在一家茶楼和
两家便利店之间。“为了多赚点钱，螺蛳壳
里做道场，尽量把政府规定的能售卖的物品
都摆上。”

香港政府对报摊进行了比较严格的管
理，持牌固定摊位小贩每年要交 4000 多港
元的牌照费，须遵守《小贩规例》的规定及
相关牌照的持牌条件。除报纸杂志外，持牌

摊位按规定可额外售卖纸巾、香烟、打火
机、香口胶、糖果等 12 种物品。如果违
规，报贩就有可能被检控罚款。同时，报贩
租借别人牌照，一经揭发，食环署有权收回
牌照。

生命力依然顽强
报摊承载着香港人阅读生活的温情记

忆，也是街坊邻里的信息交流平台，买一份
报纸，和摊主谈天说地，分享忧喜，交流信
息和感情，比自助买报更具人情味。

报纸档虽然日趋式微，但生命力依然顽
强。面对当下的困境，香港报贩协会积极与

政府沟通，表达报贩们的诉求，希望政府放
宽报贩售卖的货品种类，改善经营环境，让
报贩能增加收入。而报贩们则不辞辛苦，灵
活求变，困境中图生存，不轻言放弃。

林洁卿说，政府自 2000 年以来就没有
签发新的报贩牌照，现存的报纸档也将随着
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减少。但是报纸档是香港
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报纸档完全消失，是
一件很让人心痛的事。”

专家认为，报摊有存在价值，食环署应
从恩恤角度，重新考量报贩政策。例如对收
回的牌照，可以考虑发给低收入人士，给他
们自食其力的机会。

（据新华社香港电）

台湾团队如何用“设计之眼”重新发现福建乡村之美？台
湾两岸乡建乡创协会发起人许俊雄近日在福州三坊七巷的
讲座上娓娓道来。

“以前台湾建筑和设计团队来大陆，很多都做城市地产
和景区开发。今年我们注意到大陆的乡村振兴计划，开始往
这方面着力。”许俊雄说。

许俊雄去过大陆多个省份，发现很多乡村建筑物已非常
现代化。而福建多山多村落，保留了很多传统建筑物，具有多
元化特色。“我很看好福建的美丽乡村建设。”

今年，福建省和福州市分别出台一系列惠台措施，其中
都有鼓励台湾投资者以及建筑师、文化创意团队等参与特色
小镇、美丽乡村建设和传统村落保护方面的内容。

许俊雄注意到，福建鼓励有经验的台湾建筑师团队参与
村庄规划设计项目，实施“陪护式”指导服务。其中，对于 100
万元以下、为期一年以上的“陪护式”村庄规划设计指导服务
项目，各地可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优选台湾建筑师团队。

今年以来，许俊雄来了福建20多趟，走了三四十个村落。
身为台湾协创手造传媒有限公司创办人兼执行总监的许俊
雄负责做策划，团队里其他成员负责建筑设计和策展以及品
牌文创和媒体整合等。

许俊雄在微信里记录了探访所见的点点滴滴：在福州闽
清，他认为这里“与台北大稻埕一样因为河运而有了区域兴
衰的转变”；在福州永泰嵩口古镇，他重新审视当地“创意”理
念；在平潭北港村，他看到这座旧时渔村把石头厝当作资产，
遇见一对定居在那里的台北退休夫妻正在提供贴心的台式
服务……

为了更好地在福建跑乡村，许俊雄特地到平潭考取了大

陆驾照。现在许俊雄每月都会从台北飞福州一至三趟。一个
半小时的航程后，他到福州长乐机场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租一
辆车，直接开车到福建各个乡村。

今年8月，许俊雄参加了在福州举行的第六届海峡青年
节。期间福州专门推出了面向台湾建筑师团队的10个乡村建
设项目，举办了两岸青年美丽乡村设计大赛。

由此，许俊雄团队开始做闽清的“梅城印记”项目，帮助
当地挖掘历史街区文化，重新规划业态。目前项目已经差不
多完成了。

说起闽清，许俊雄如数家珍：这个地方历史上有大量民
众迁移到台湾和东南亚等地，当地的姓氏文化、宗族文化、移
民文化等很值得挖掘；当地的陶瓷工艺、线面和粉干制作工
艺、脱胎漆器等背后有很多故事……

本周，包括许俊雄在内的两岸 37 个建筑师团队的 48 位
设计师在永泰县长庆镇，参加了两岸青年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乡建乡创项目对接会，希望把“产业链全导入”的创新模式带
入福建乡村建设项目。

明年，许俊雄团队将在永泰县长庆镇和闽清县樟洋村开
展指导服务工作。他说，当初台湾一些乡村建设走过弯路，比
如先把建筑物盖起来，为了建设而建设，结果出现废弃不用
的“蚊子馆”。“我们的‘陪护式’指导服务就是要及时提供咨
询建议，帮助福建的乡村建设走上良性发展道路。”

前不久，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台湾专委会揭牌。作为
专委会会长，许俊雄认为，这有助于建立台湾来闽乡建乡创
人才库，让两岸从事乡建乡创的工作者快速形成项目团队，
为闽台乡村示范区的打造和福建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施
贡献力量。

东西荟萃的社会文化，独具魅力的旅游景点，享誉国际的全球美食，贴心优质的旅
游服务……这些都是澳门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法宝。除此之外，澳门还是出色的世
界旅游教育及培训中心，凭借先进的国际旅游培训课程、经验丰富的旅游管理人才、独
特的旅游休闲培训环境，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旅游业界者前来学习取经。

小小体量惊人能量

“参加旅游培训课程让我有机会与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士进行交流，学到了
很多旅游发展的经验和新概念，相信今后会对柬埔寨旅游业的发展有帮助。”柬埔寨旅游
部副主任肯索菲 （Ken Sophy） 对记者说。

日前，来自柬埔寨、安哥拉、佛得角共和国、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东帝
汶等国的政府部门代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代表、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澳门本地共22名
学员，在澳门旅游学院参加为期8天的“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规划及旅游市场推广能力建
设”专业培训课程。

学员彼得 （Pedro Tavares Moreira） 是佛得角共和国旅游和运输部长的特别助理，这
位来自非洲国家的旅游官员深深被澳门所吸引。他说：“澳门小小的城市体量却有着惊人
的旅游发展能量。我们不仅要学习课程培训，而且还要实地看看澳门在游客接待、品牌
管理、营销方面是怎么做的。”

2016年，澳门特区政府与澳门旅游学院携手成立世界旅游教育及培训中心，与联合
国世界旅游组织开展合作，为世界旅游组织多个成员国的旅游部门人员提供培训，提升
行业人力资源质量和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这是该中心举办的第六期培训课程。

定制课程切合需要

培训期间，学员们还来到澳门的著名景点实地考察旅游业发展生态，赴澳门知名酒
店体验先进的管理水平，全面了解产业发展的各个方面。

“世界旅游教育及培训中心根据学员所需要的和感兴趣的方面去制定和规划相关培训
课程，切合他们的需要。在培训中，我们与学员分享有关旅游规划的最新资讯，并向他
们提供一些新概念、新想法，帮助他们发展本国旅游业。”世界旅游教育及培训中心主任
叶占雄教授说。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谭俊荣表示，澳门特区政府支持和鼓励澳门旅游学院
世界旅游教育及培训中心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葡语系国家
及粤港澳大湾区举办更多的培训课程，期望学员将所学的带回自己的国家和地区，为发
展本地旅游业起到积极作用。

培育人才建设湾区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不断推进，澳门积极把握机遇，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旅游教
育培训基地，致力为大湾区培育旅游人才。

作为参与本届培训课程的大湾区学员之一，惠州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博士胡杨认
为，澳门有着优良的培训资源、完善的旅游设施以及大型综合度假村的管理经验，是向
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精髓的重要窗口，可为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业升级和优质旅游人才的培
养起到重要作用。

“澳门将自己定位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澳门正努力发展成为
世界旅游教育及培训中心。我们相信澳门的旅游教育培训不仅能够造福澳门市民，而且
能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憧憬未来，叶占雄对于澳门发展世界旅
游教育及培训中心充满信心。

（本报澳门12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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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香港街头的书报摊。 （资料图片）

台湾“设计之眼”：发现福建乡村之美
许雪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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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湾台北牯岭街举办书香创意市集，共有超过 100个摊位展售旧书、出版社库存书及文创商品。
图为明信片摊商在现场进行展售。 中新社记者 张晓曦摄

澳门在打造世界休闲旅游中心的同时，还是出色的世界旅游教育及培训中心。图为澳门街景。（资料图片）澳门在打造世界休闲旅游中心的同时，还是出色的世界旅游教育及培训中心。图为澳门街景。（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