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台港澳视窗
责编：任成琦 邮箱：gtbhwb@people.cn

2019年6月21日 星期五

还有司机把心思花在细微处，将车
内空间布置得温馨精巧，让计程车有了
家的味道。我曾遇见专职开车30年的郑
姓司机，他的车内工作台甚至仪表盘上
方都摆满了小玩意，密集物恐惧症患者
大概观之心惊，我也一度怀疑如此装饰
的驾驶安全。

成排玩具小赛车、玉雕弥勒佛、摇
钱树小盆景、美少女公仔、大大小小的
塑料玩偶……更绝的是，计价器顶部空
间也不浪费，除了俩公仔，竟黏上了一
小盆石莲花。

“已经在车里种了一两年了，没有
在外面生长得好。通风啊，光照啊，都
受影响。”郑伯伯说，车里的小玩意有
些是儿子小时候的玩具，拿过来放在这
里。现在他已经30多岁，在做生意。

“这样不会有问题吗，会掉下来
吗？”我好奇。他淡淡一笑，“都用胶黏
住了，没事的。”

我之前只见过有朋友在办公桌上摆
满各式手办，种植许多盆多肉植物，已
深觉壮观。郑伯伯却是在车里为自己支
了一张写字台，从驾驶座的工位看去，
有多肉有玩偶，还有儿子成长的记忆。

曾见有计程车内放了百合，一大捧花
开得恣意舒展，副驾驶座位车窗竟像画框
一样，把花束收在内侧，成为车流中的静
物油画。我原本坐在旁边的计程车内闲看
街景，擦身而过时吓了一跳，“车里有百
合！”我惊呼。留神细看，花放在副驾驶座
的位置，车身可见“大爱”字样。听司机
介绍，那是名为“大爱无线”的计程车队。

“车队有要求啦，算是给乘客的福
利，司机自己也可以欣赏。”司机告诉
我，台北有好多家车队。“会拼业绩，
服务要好。”而别出心裁地在车内放
花，也是提升服务品质和车队形象的方
法，令境外游客过目难忘。

计程车内，也时常见到悬挂有清香
的玉兰花。在台湾街头，常有阿嬷老翁
胸前挂个小篮，里面铺着一串串小小的
玉兰花，他们甚至会穿梭在路口等红灯
的车流中，寻找潜在的司机买家。有司
机感慨老人家讨生活不易，会买下几
串，既装点车子，也是助人为善。

台湾有 8 万多辆计程车，台北占 2
万多辆。它们透着司机的个人特色或车
队的服务追求，成为流动的城市风景。

我偶尔去夜市，请司机帮忙推荐，

却发现他们对夜市热情不大，对别的吃
食却很上心。吴姓司机六十五六岁的样
子，喜欢去热炒店炒两个菜，喝两瓶啤
酒，花上五六百元（新台币，下同）。“这
个年纪能有胃口就很不错啦。”说起美食
神采飞扬，明显有着好胃口的他调侃道。

“台北长安东路快炒一条街，几百样
菜，随便点。台湾有说法（闽南谚语），吃
饭皇帝大，坐下来好好享受，最好有个伴，
聊聊天，就跟下午茶一样，放松心情，慢
慢吃。”他一径说下去，“我跟我太太就去东
区吃下午茶，399块吃到饱（指自助餐），
蛋糕、果汁、咖啡、冰淇淋啊……也不是
常吃啊，两三个月吃一次。”

快到站时，吴伯伯主动说起自己祖
上是宁波人，父亲是上海人，“桑海宁

（上海人） ”，他紧接着用上海话饶有兴
味地重复了这三个字。他说父亲1948年
来到台湾，“我是标准的大陆人”，生在
台湾的司机忽然来了一句。“我不经常
回大陆去，弟弟妹妹回得比较多。”

标准的大陆人，吴伯伯一本正经的
样子让我记忆至今。

上图：台湾出租车内摆放的百合花
令人眼前一亮。 （图片来自网络）

台北街头，每逢上下班高峰时刻，当路口的红灯变绿时，随着“突、突、突”的轰隆
声，等待在路口的一辆辆摩托车鱼跃般抢在汽车前疾驶而出，场面蔚为壮观。每周一至周
五，早高峰期间，上班族骑着摩托车从连接新北和台北市的台北桥匝道驶下，形成一条壮观
的“机车瀑布”。据了解，台北注册人口260万人，平均每2.5人就有一辆“机车”，整个市机
车数量超过100万辆。图为台北桥上的“机车瀑布”。 本报记者 柴逸扉摄

据新华社兰州电 （记者张玉洁） 为期 40
天的莫高窟志愿者生活刚结束，香港女孩李乐
琳就有点想念与这座千年石窟相伴的日子了。

26岁的李乐琳即将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
今年5月，作为“敦煌文化守望者”项目二期
成员，她来到了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

“在香港读本科时，我就对古建筑和文化
遗产产生了兴趣。莫高窟是世界闻名的文化遗
产，能有机会在那里呆 40 天深入学习，是很
棒的事。”李乐琳说。

初到敦煌，天地开阔，阳光充足。“这是
我第一次到西北。敦煌和我去过的其它地方不
一样，有苍凉大漠的感觉。”她在这里感觉到
了自己的渺小。“敦煌时间悠久，有历史沧桑

感，还因为丝绸之路连接亚欧大陆，敦煌文化
在空间上也很宽广。”

令她最难忘的是 1650 多岁的莫高窟。735
个洞窟、4.5 万平方米壁画和 2000 多身彩塑记
录下了古代社会的不同侧面。

经过培训，李乐琳担任起莫高窟的讲解
员。“我是学文化遗产保护的，给游客讲解时
就会侧重保护。比如看到重层壁画，就会讲每
层壁画都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信息，剥离壁
画未必是好的做法。”

告别敦煌，李乐琳对莫高窟的情缘仍未
了。“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这段经历，香港
的亲友评论敦煌好美。有机会我会再给他们讲
讲我的感受，推荐他们来敦煌看看。”

行 摄 台 湾

“绿在区区”

在米袋上扎两个孔，将废弃的旧鞋带从小孔中间穿过，打好结，一个好看
又可承重的购物袋就做好了……“绿在东区”社区环保站，社区义工正在免费
教授一堂“善用米袋”的环保课程。类似这样的环保课程，大多简单实用。

环保新文化的第一个亮点，就是类似“绿在东区”这样的社区环保
站。从“绿在沙田”“绿在观塘”到“绿在元朗”，数个社区相继投入使

用，他们都是“绿在区区”网络的一部分。
“绿在区区”由香港特区政府主导，设立结合环保教育和社区资源回收

的环保站。环保站长远目标是覆盖香港18区，逐步向700多万香港市民渗
透。项目通过公开招标，由一些公益团体接手运营，将绿色生活融入社区。

负责的公益团体会主动联系社区里面的小区、学校及其它组织，帮助
协调回收诸如电池、节能灯、衣服等，再将这些物料统一打包运输至处理
中心。在后续处理中，安全、卫生是大家关心的焦点。为此项目推广“干
净回收”的概念。如果回收过程中发现尚可使用的东西，项目组则会联系
相关服务机构，转送给有需要的人。

回收再造

“绿在东区”负责人表示，人们往往认为，垃圾分类就是单纯把垃圾
分门别类而已，但实际上，有些废弃物放到恰当的地方，就是可以再利用
的资源。因此，垃圾分类，其实也是一次资源再回收。

香港城市大学的3名学生参加公益实习计划，决定找出一种简单方法
告诉人们回收箱的位置，让人们弃置垃圾前三思。

他们在教学楼一层的垃圾桶旁，放置了指示最近的回收箱位置的路
牌。在垃圾桶上，他们贴上一张“香港堆填土地告急”的图片，再加上一
张印有可回收物的提醒标志。上述措施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仅一周后回
收箱的回收率便增加了约30%。香港城市大学表示，后续将继续招募学生
进行研究，探讨该方法在街道、商场的应用可能。

除了大学校园，香港环保园也在努力探索。该园区承担环保教育、垃
圾回收利用模式探索等任务，还扶持了2家慈善团体组织的社会企业，企业
主要从事电子垃圾的回收、再造，并把再造后的可用品赠送给困难家庭。

类似的例子还包括，香港有些楼宇或楼层空间狭促，只能设置一个垃
圾桶，有人提议采用“分时放置，分时收集”的方法，即每周按指定日
子，分别收集不同种类的回收物品，做到“一桶多用，分类收运”，尽最
大可能性变废为宝。

“惜食”教育

厨余是香港都市固体废物中的最大类别，据特区政府环境署统计显
示，在每天堆填的9000多吨都市固体废物中，厨余占到1/3还强。

厨余既来自于家庭或酒店产生的剩菜剩饭及过期食品，又有一大部分
是来自于食品生产、加工、批发、零售等过程。解决好这个问题，对处理
好垃圾问题至关重要。但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民众的配合。

例如，烧鹅是香港茶餐厅里的招牌菜式之一。不少餐厅将烧鹅的份量分
为半只、一只、1/4只（即上庄和下庄）四种。业者说得很清楚，根据人数点
单，可以减少食物浪费。吃剩的食物，餐厅服务员会温馨提醒食客打包，不
少食客都会主动带走。许多香港餐厅都拒绝提供一次性碗筷。

大部分的香港市民和香港餐厅都在践行着“惜食”的环保理念。不少学
校也在推行环保教育，截至2016/2017学年，全港已有学生环保大使超万名。

多方互动

惜物减废，离不开环保教育，也离不开市民环保意识的加强。这方面
特区政府有关部门颇为用心。

“绿在区区”每个环保站的建筑都是运用货柜、竹子等再造物料建
造。经过专业设计师的设计，每个社区环保站既美观又环保，像公园一
般，成为家庭假日的好去处。让市民在休闲的同时，吸收环保知识，提高
环保意识。

香港特区政府早在2012年，就成立惜食香港运动督导委员会，在香港
社会掀起“惜食香港运动”风潮，提倡从源头减少厨余的产生。至今已举
办约20场巡回展览，吸引逾2.1万人次参加。

除了“善用米袋”讲座，“绿在东区”每周都会举办不同主题的环保
教育活动，邀请有创新环保心得的市民与大家分享经验，一起轻松学习如
何“惜物减废”，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环保创意也越来越多。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设
计学院的陈韵淇、孙嘉希及陈少华 3 人组成 KaCaMa 设计工作室，将厨
余、废料及垃圾等回收加工后，再运用创意设计让它们再生，把垃圾化身
为有价值的“绿色”产品，融入大众生活当中，成为绿色香港大潮中一抹
亮色。

在地少人多的香港，垃圾处理主要通过堆填和回收再处理进行。但是，人均每天弃置1.3公斤垃圾，整个
城市每天超过9000吨的总弃置量，还是给香港的垃圾处理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如今为达到这一目标，香港各界齐心协力，合力实践“惜物减废”环保新文化，打造绿色香港，保护地
球资源。

早在2013年，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局就发表《香港资源循环蓝图2013-2022》，制定了
一个清晰的10年目标，截至2022年，把香港的都市固体废物人均弃置量减少四成。

惜物减废，呵护绿色香港
本报记者 任成琦

KaCaMa设计工作室设计的环保豆袋椅。 资料图片KaCaMa设计工作室设计的环保豆袋椅。 资料图片

不少台 湾 人 追 求 “ 小
确幸”，计程车 （台湾对出
租车的称呼） 司机的话语
间也多有流露。60 多岁的
陈姓司机告诉我，“平时载
客人，有人花钱让我们逛
街多好。没去过的地方很
多，台湾很多地方风景都很
好，虽然小，好玩的地方还
是蛮多。”

台湾出租车司机的“小确幸”
本报记者 张 盼

香港女孩李乐琳：

我与莫高窟的“亲密接触”
香港女孩李乐琳：

我与莫高窟的“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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