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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海生馆：圆一个美丽的海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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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气的购物狂欢
从 2013 年开始，这已是内地“中华

老字号”五芳斋连续第 6 年参加工展会。
自开展第一天起，五芳斋展位前的顾客
便一直络绎不绝。“香港多数售卖的是广
东粽子，而五芳斋属于江浙特色。因为
有差异性、味道好，我们的产品在香港
很受欢迎。尤其是原籍江苏、浙江的香
港市民，他们都会赶早来买，以解乡
愁。”五芳斋集团香港销售部经理黎志霖
这样表示。

主办单位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简
称“厂商会”） 介绍，本次工展会总销
售额接近10亿元 （港币，下同），与去年
相近。现场每天人山人海，顾客络绎不
绝。由于年关将近，许多香港市民都会
带着购物车或行李箱来逛展，做好囤年
货的准备。

香港知名参茸药业品牌“南北行”
这次已是连续第 12 年参展。南北行联营
业务发展经理崔家权表示，越来越多香
港市民开始注重购买滋补养生类产品，
每年前来购买参茸等补品的顾客非常
多。上一次展会上，他们的营业收入接

近平时6、7家分店销售额的总和。
为庆祝工展会创办 80 周年，厂商

会与参展商联合推出多项“80 元”优
惠，如特定数量的 80 元冷气机、饮水
机、海味福袋等，为香港市民带来高
性价比的购物体验。工展会还专门开
设“80 光辉耀工展”主题馆，展示最
新 获 奖 的 工 业 产 品 以 及 旧 工 业 产 品 。
由 香 港 本 地 插 画 师 设 计 的 一 系 列 插
画，则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呈现工展会
80 年的发展历程，加深香港市民对工
展会历史的了解。

承载港人的时代记忆
“我第一次参观的工展会是在红磡举

办的，当时展出很多纺织机器，主要以
宣传工厂技术和机械为主，推广香港的
工业产品。”说起工展会，厂商会副会长
徐晋晖回忆说，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工
展小姐选举”活动，很多香港市民都会
入场观看。它开创了香港选美比赛的先
河，也成为工展会的标志性盛事。

与徐晋晖相似，在许多香港人的人
生经历中，工展会是伴随着他们成长的
一项重要活动。香港市民王春林七八岁

时就随同父母逛工展会，至今回忆起来
仍不掩兴奋：“以前的工展会规模比较
小，摊位比较少，但每年我们都能买到
一些新产品。”如今，已年近70的王春林
依然会背着包、带上小推车，每年在工
展会上进行采购，成为老练的买家。

徐晋晖表示，工展会虽有 80 年历
史，但实际上只举办了 53 届。上世纪 30
年代，为了加强香港市民对本地工业产
品的认识，厂商会与香港基督教女青年
会 于 1938 年 在 中 环 合 办 首 届 工 展 会 。
1938 至 1974 年间，工展会先后举办了 31
届。1974 年，因缺乏合适场地，工展会
再次停办。直到 1994年，第 32届工展会
才重现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2003 年，
工展会转移至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场
地沿用至今。

推陈出新的嘉年华
80 年来，香港工展会历经风云变

化，但历久弥新。
例如随着网购的流行，今年工展会

与香港网上购物平台HKTVmall合作，推
出一系列网上购物活动，让香港市民以
优惠价格预先订购产品，然后到工展会

会场提货。一些商家的摊位门面上张贴
有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标志，香港市民
及游客可在工展会上选择更为灵活的支
付方式。

“ 历届工展会，我们都会做出适当
的调整和创新，增加品牌的吸引力。”
香港百年中医药老字号位元堂高级销
售经理张煜俊介绍，位元堂在售卖药
品 的 同 时 ， 还 设 有 血 管 健 康 测 试 站 ，
为入场顾客测试血管硬度及评估心脑
血管风险。

厂商会首席营运总监袁少华说，随
着粤港澳大湾区的不断发展，他们也考
虑未来去内地其他城市布展，让更多的
人了解工展会。“此前我们曾带领香港企
业去北京、上海等地办过工展会，以后
可能还会复办。”

徐晋晖表示，自港珠澳大桥及广深
港高铁香港段通车以来，访港内地旅客
数量有所上升。为方便内地旅客入场采
购，厂商会于本届展会首次推出跨境巴
士服务。内地旅客从珠海口岸出发，沿
大桥抵港后可直达工展会会场附近。另
外，搭乘跨境巴士的旅客入场时，只要
出示车票及有效旅游证件，即可免费入
场，还可获赠礼品。

北京的同仁堂、浙江的五芳斋、德国的电器、泰国的香
米、香港本地的多种产品……一连24天，全球各品牌的优质产
品汇聚一堂，为香港市民带来了“吃吃吃”“买买买”的跨年
狂欢。

从2018年12月中旬到2019年1月，第53届香港工展会在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本届活动共吸引 400多家参展商参
展，设立超过880个摊位，超过百万人次的香港市民及旅客入
场光顾。

自 1938 年举办首届活动后，香港工展会已经走过 80 个
年头。这场赶了80年的大集，成为几代香港人的集体记忆。随
着时代变迁，工展会与时俱进，活力依旧。

在近日举行的福建省两会上，如
何贯彻落实国台办“31 条措施”以及
福建省发布的“66条实施意见”，让台
湾同胞真正享受“同等待遇”，成为与
会政协委员、列席代表等热议的话
题。大家纷纷为此建言献策。相关发
言摘编如下：

要进一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在
通水、通电、通气、通桥“四通”上
加快步伐，让台湾同胞享受到更多均
等化、普惠化、便捷化的基本公共服
务，有更多获得感。要用好平台载
体，加强产业合作，密切文化交流，
努力打造对台合作先行区。

——福建省委书记于伟国

建议推动平潭建设“台胞第二生
活圈”，继续推动“两岸仲裁中心”

“两岸青年创业谷”发挥作用，放宽台
湾临床研究项目、功能医学项目、医
疗技术人员、药品、大型医疗设备准
入限制，实施灵活开放的政策，进一
步强化对台医疗合作交流，推进平潭
旅游文化康体产业高质量发展。

——民革福建省委会专职副主
委、福建省政协副秘书长董良瀚

建议借鉴上海与台北双城论坛的
做法，福州与高雄也可以探索双城论
坛。要扩大对台招商引资，协助在闽

“老台资”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闽台企
业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同时，我期
待各地台协会与福建各个商协会、工
商联加强合作，构建供需讯息平台，
扩大采购，创造商机，共同发展。

——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会
长陈奕廷

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追梦、筑
梦、圆梦，福建正成为首选之地。我
们应该利用台湾年轻人常用的抖音、今日头条等社交
软件，做年轻人喜欢看的内容，把在大陆具有代表性
的台湾青年的成功故事告诉台湾青年，让他们认识大
陆、了解大陆。

——厦门启达台享创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台
湾青年范姜锋

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位于屏东县车城
乡，即台湾最南端的垦丁附近。2000年开
业的海生馆是台湾最热门的博物馆之一，
驻台之初我们曾经专程采访过，感觉还挺
高大上的。十几年后再重访，入口处广场
上以同等比例铸造的抹香鲸、座头鲸依然
让人眼前一亮，馆舍却被雨水冲刷得老旧
了。不过，馆内的夜宿活动却声名远播，
一位难求。

下午 4 时，海生馆的人潮逐渐退去，
拖着大包小包的夜宿客开始集结，大多是
家长带着小孩子，也有情侣和中老年
人。 所谓夜宿，就是在海生馆闭馆以
后，在馆内空地或过道上打地铺睡觉，与
鱼共眠。因为人数有限，需提前4-2个月
预订。高峰时每天近 400人，我们去的这
天非周末假日，加上雨灾有人取消，只有
不到 100人。工作人员古钰说，你们很幸
运，人多人少夜宿的品质大不一样。

十几年前，海生馆的工作人员发现，
海洋生物们的夜生活，有着不同于白天的
趣味，“和大家分享海洋夜晚样貌”的念
头开始萌芽。改建适于夜宿的设施、设计
与海洋生物亲近的体验活动……夜宿海生
馆活动一炮而红。

馆内灯光暗了下来，夜宿客寄存了行
李、分组完毕，开始各自的参观行程。平
日人头攒动的海生馆此刻只有我们这群
人，探险的感觉让孩子们兴奋莫名。导览
林轩彻打着手电边走边解说，日间悠游的
鱼群躲去哪儿了？有哪些海洋生物晚上不
睡觉准备开派对？还有展馆规划过程中的
有趣故事。如此深度又鲜活的解说，是白
天走马看花时没有的待遇。一行人来到企

鹅馆，和别处不同，这里灯光很亮，据说刚
好是繁殖期，晚点关灯可以让它们多活动。
企鹅十分活泼，见了孩子们更是人来疯，一
个劲儿显摆跳水和泳技。导览说，雌雄企鹅
在外表上几乎完全一样。它们自己有办法互
相辨认，但人类从外表认不出来，就给他们
戴上脚环区分，以便人工繁殖。有孩子问：
不是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嘛，那怎么戴脚环？
导览答：一出生就抽血做DNA检测。

简单的晚餐后，再带大家探访神秘的
海生馆后场、鱼缸上方的饲育区。这真正
是夜宿客的专享、白天不可能有的福利。
在这里，可以了解饲育员的工作内容及环
境，孩子们体验喂鱼、观摩养鱼过程，还
可以用手摸水母，既新鲜又刺激。

捏泥人、吃夜宵……终于到了发被子
选地方睡觉环节。每人配发一褥子一被子
一枕头，用塑料袋装着，工作人员特别交
代了早晨不要叠被子，乱塞进去就行，不
然会以为这被子没用过，看来床褥都是一
用一洗的。选地方规矩是在预订区域内先
订先选，全馆划分成五六个区域，大热门
是海底隧道区——有 270度景观，其次是
白鲸区——有两头小白鲸叫你起床。我们
预订的海藻森林区只有十几个人，当天预
订第一名客人来自马来西亚，他选择一个
人睡在大厅的中央，一睁眼就可以看到三
层楼高的水族箱全貌，其他人大多选择离
水族箱近的位置。

我们洗漱完刚躺下没几分钟熄灯了。
不过借着手机的微光，还是可以看见在我
们身后的水族箱里，巨型海藻在水中微微
摆动，鱼儿游嬉其间，还有一条小鲨鱼
呢。大概睡到凌晨4时多，我就醒了，这

时偌大、漆黑的世界水域馆内除了夜宿客
几乎没有工作人员，只给我们留了一个手
机号应急用，感觉很没安全感。第二天问
工作人员夜宿是否有安全隐患？他们不解
地睁大了眼睛，仿佛从来没想过这个问
题。问过去有什么事件发生吗？说有，都
是上厕所迷路打应急电话求助的。后来想
了一下，主要是我们这一天人太少，正常
情况满地躺的都是人，一定不会害怕。

天渐渐亮了，整个海藻森林水族箱一
览无余，有睡在水晶宫里的感觉。索性坐起
来看鱼，发现有几条鱼也在一动不动地盯
着我们看，不知这些被禁锢在玻璃房子里
的生物，每天看着来来去去的人类是什么
感觉，专程来这里睡觉的会被他们讥笑吧。
上午7时多，有广播开始叫醒，接着收被子
的工作人员来了，我们把被褥塞进塑料袋
交给他，5分钟之内，一切又恢复了原状。

早饭过后，开馆之前，夜宿客还有专

属福利——一场大洋池喂食表演。看完表
演，各处都还没有人，可以再到处走走。
来到空无一人的海底隧道区，想到昨晚游
客就睡在我们脚下的传送带上，感觉很奇
妙。夜宿活动在中午 11 时左右全部结束
了，夜宿客可以凭证件继续呆到闭馆。这
时拖儿带女的家长多半已经人困马乏，急
着踏上归途。离开海生馆前，我又路过自
己昨晚睡过的地方，有恍如隔世之感，我们
居然在人们走来走去的路上睡了一晚！

夜宿海生馆能睡得着吗？说实话，客
满时睡眠不好的人恐怕要整夜失眠，想象一
下上百人此起彼伏上厕所的情形！洗漱、吃
饭的条件也没法跟住旅馆比，但是海生馆的
整体活动设计和安排独到而细致，服务让人
如沐春风，让大家圆了一个美丽的海洋梦！
古钰说：“我们知道大陆也有类似的活动，
硬件上我们没法和大陆比，只能在服务上
下工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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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香港 《大公报》 报道，为满足香港老年人的生
活娱乐需求，助力养老事业的发展，香港生产力促进
局近日成立了当地首个乐龄科技产业联盟“智龄

（GLink） ”。该联盟集合了超过30家的公益团体、养老
院及研发机构等，让老年用户和服务供应商定期交
流，设计切合需要的科技产品。“打头阵”的便是老花
镜和助听器合一的智能眼镜，产品更可通过手机程
序，“读出”手机上的文字和图片。

该报道称，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与一家眼镜公司合
作，花半年时间设计出一款智能眼镜，眼镜框旁连着
的助听器，以骨传导技术传递声音，加强使用者对周
围环境声音变化的敏感度；同时，智能眼镜加入蓝牙
功能，可“听到”手机的文字内容。据了解，该产品
将来还会加入人工智能技术来辨识图像，读出内容；
若老年用户“粗心”丢了智能眼镜，可按动手机app上
的定位按钮，此时眼镜便会发出“哔哔”的声响提示
所在位置。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还自主研发了一套智能姿势分
析系统，配合摄像头进行使用。配套使用的摄像头可
侦测1000平方英尺范围内不少于10个人的姿势，并将
图像实时上传。系统根据采集的图像和数据进行运算
分析，判断监测范围内是否有人跌倒等情况。同时，
系统可连接自动报警系统，并加入大数据技术，综合
分析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让养老机构的健康照护
事半功倍。

（瑞 安）

近日，位于港岛中环的香港邮政总局特别热闹，
大批市民排队购买当天开始发售的农历猪年生肖邮票。

发售第一天，集邮爱好者李先生清晨5时许就已经
到达邮政总局，他花了6000多港元购买猪年生肖邮品。

“有的自己收藏，有的送给朋友，生肖邮票特别受欢
迎。”李先生边说边把邮票小心翼翼地贴在纪念封上。

70岁的骆家聪老人也喜获“心头好”。退休前从事珠
宝设计的他喜欢自己创作庆祝农历新年的各式信封，他
将从邮局刚刚买到的猪年生肖邮票贴在自制的信封上面。

“过去 50年，我每年都来这里买生肖邮票。”家住
九龙的骆家聪舍近取远，专门来到位于中环的邮政总
局买邮票，他说这是一份情结。

2019 年是中国农历己亥猪年，香港邮政日前开始
发售以宝猪贺岁为主题的“岁次己亥”邮票。这是香
港邮政发行的第四辑第八套贺岁生肖邮票。一套4枚的
猪年生肖邮票以不同的工艺品为题材，包括布艺、木
雕、陶器和玉器，表现猪的各种形态。

除了邮票，另一重点邮品是一款以金猪为主题的
丝绸邮票小型张。该款小型张上，金色大母猪底下挂
着六只小猪仔，背景以雍容华贵的牡丹作点缀，寓意
如意吉祥，喜气洋洋。

（张雅诗）

生 肖 邮 品

香港工展会:

赶了赶了 8080 年的大集年的大集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图为香港市民在工展会现场购买食品。 杨柏贤摄

一
家
参
展
商
在
工
展
会
上
，
准
备
大
批
优
惠
福
袋
。

中
新
社
记
者

洪
少
葵
摄

参观者在工展会现场品尝小吃。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

图
为
台
湾
海
洋
生
物
博
物
馆
外
的

鲸
鱼
雕
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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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