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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百年难遇，香港特
区政府面对大考，祭出坚定的抗
疫决心及纾困措施力度。特区政
府推出两轮抗疫基金，加起来合
共约 3000亿港元，补贴雇主、打工
仔，给各行各业带来“及时雨”。

香港 《大公报》 日前发表社
评表示，如此大手笔、大气魄，
在香港史无前例，在全球也不多
见。保住了企业，保住了饭碗，
香港留得青山在，也就稳定了人
心，稳住了社会。文章摘编如下：

特区政府日前加码推出第二
轮抗疫基金，高达 1375 亿港元，
最大亮点是耗资 800 亿港元的保
就业计划。政府向合资格雇主提

供最多 9000 港元的半数工资补
贴，换取企业保证不裁员。估计
全港约 150 万打工仔受惠，行业
涵盖餐饮、建造、运输、教育、
航空、出版、旅游等。

特区政府全力撑企业、保就
业、救经济，而保住打工仔的饭
碗是重中之重。从政府这套组合
拳来看，可以达到这一目的。留
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住了
企业，保住了饭碗，也就稳定了
人心，稳住了社会。

这次纾困措施也惠及一般民

生，如推迟交税、港铁票价八
折、降低公共交通补贴计划门槛
等，可以说是人人受惠，极大振
奋了民心，纾缓了社会焦虑，也
赢得社会广泛好评。哪怕是一向
吹毛求疵的反对派，也不那么容
易鸡蛋里面找骨头。

如果计及 2 月份财政预算案
派出的 1200 亿港元，第一轮抗疫
基 金 300 亿 港 元 ， 短 短 两 个 月
内，港府一共派出 3000 亿港元之

巨。不管与哪个国家及地区的抗
疫措施相比，特区政府都毫不逊
色。香港特区政府吸取了 17年前
的 SARS 教训，这一次，政府及
时出手，有助大大纾缓疫情对社
会及经济造成的冲击。

事实上，特区政府不仅有抗
疫经验，更有雄厚的本钱。财政
储备高达1.1万亿港元，即使用去
3000 亿港元，财政仍然十分稳
健。将来有需要，政府仍然可以
推出后续措施，这就是政府抗疫
可以打持久战的底气所在。

最重要的是，特区政府通过
推出一系列抗疫基金及纾困措
施，体现急民所急、想民所想的
形象。“好天斩埋落雨柴”，特区
政府不是不愿使钱，而是该使则
使，好钢用在刀刃上。

疫情何时结束没有人可以准
确预测，社会纾困的压力仍大。
但只要特区政府以民为本，该出
手时就出手，众志成城，就没有
克服不了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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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两轮抗疫基金聚焦经济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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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门 人 最 爱 称 自 己 的 家 乡 是
“小而美”。说得当然没错。绿树成
荫、清爽整洁，是澳门给游人的第
一印象。不过，要保持这样优美的
环境可不简单。对澳门人来说，如
何在本来就已十分狭小的土地上保
持和优化环境，是一个优先需要考
虑的问题。所以，澳门从市政建设
到新屋筹划，从垃圾处理到减排减
塑，环境保护的意识已经深入社会
每一个细胞。

从“可做可不做”
到“自觉做”

每年 4 月 22 日“地球保护日”，
澳门特区政府都会特别着重宣扬环
保意识。今年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澳门环境保护局依然潜移默化
推动环保，推出“环保Fun”积分奖
励计划，于 22 个地点定期回收塑
料、铝罐、铁罐及纸张，市民可以
用回收物品获得积分换取超市礼券。

“环保 Fun”积分奖励计划，其
实 2011 年就诞生了，年年都办，在
澳门人气很高。最初回收点只有 12
个，市民踊跃参与，回收点便每年
逐增。今年新增了 3 个干净回收街
站，还增设晚间和周日的回收时
段，以便“上班族”在下班后或假
日实践干净回收。

澳门环保管理学会理事长曾锦
培认为，疫情当头，或许是开展环
保宣传的契机。一是可以宣传自然
保育意识，比如不捕猎、不进食野
生动物等。二是宣传节能减排，比
如个人及企业在遭受经济挫折后，
使用水、电、燃油等应更环保，更
节约。他建议，特区政府推出各种
激励政策，如果有个人或公司主动
实践环保，应得到社会或政府的鼓
励、奖励、加分等，让环保从“可
做可不做”潜移默化成“愿意做、自觉做”。

倡导“源头减废，资源回收”

“环保 Fun”积分奖励计划，只是澳门特区政府
众多环保推广方式中的一环。特区政府以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建设生态文明城市为施政重点之一，并
致力推动“源头减废，资源回收”，持续推动减塑工
作。去年，澳门开始实施塑料袋收费政策，引导市
民从源头减塑，另外连续6年举行“减塑有着数”活
动，累计参与人次超过26万，至少减少使用26万个
塑料袋。

澳门环保局还与社团、外卖平台、近200家当地
餐厅及饮料店合作推出“走塑好Easy”活动，今年打
算更进一步开展“大厦分类回收好Easy”活动，在大
厦内设分类回收箱，创设更便利的回收条件，鼓励
更多企业和居民参与。目前，已有超过170屋苑、约
550幢大厦参与计划，数量正持续增加中。

特区政府还推动会议中不使用瓶装水行动，环
保局与治安警察局合作为前线警员提供耐用水壶，

同时逐步在公共
场 所 设 置 饮 水
机，并已推出设
置和使用饮水机
的指导，环保局
还与社团合作丰富斟水地图、在大
型活动推动“斟水”文化。

环保项目拥有“国际范儿”

在资源回收方面，澳门环保局
在“计算机及通讯设备回收计划”
基础上，再推出“电子电器废物回
收计划”，增加回收家居废旧电器、
光管等，也试点引入塑料瓶回收机。

澳门环保局还积极推动厨余回
收，包括自 2012 年起推出“厨余处
理示范项目”，至今参与计划的单位
包括政府部门、学校、环保酒店、
机构、超级市场、医院等。去年更
开展“食肆厨余回收先导计划”，收
集包括中小型餐厅的工商业厨余，
今年将增加厨余收集路线，并持续
鼓励更多餐厅参与。长远而言，特
区政府会在建筑废料堆填区内兴建
厨余集中处理设施，目前正开展初
步设计工作。

澳门持之以恒做环保，不单局
限在小小莲岛内，也积极与国际成
功经验交流，渐渐拥有“国际范
儿”。每年澳门都举办国际环保合作
发展论坛及展览，自 2008 年来一直
不间断。“构建低碳澳门，共享绿色
生活”的概念被更多人所知，其内
涵也越来越丰富科学，澳门环保项
目的合作更是跨海越洋。

澳门环保业者田先生是“澳门
国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及展览”的
忠实粉丝，去年他的公司通过论坛
达成与葡萄牙企业合作的太阳能项
目。田先生认为，论坛发挥了很好
的平台作用及中介角色，企业在这

里寻找合适的环保产品、技术或服务等，从而建立
合作关系及联系，继而将环保项目延伸至世界不同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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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节刚刚过去，香港市民迎来4天连假，不少人利用假期“唞唞气”，到郊野、公
园、沙滩放松身心，呼吸新鲜空气，踩单车、行山、钓鱼、放风筝、日光浴都是受欢迎
的活动。不过专家提醒，疫情还未过去，外出游玩需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人群聚集。

图为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到户外阅读。 （资料图片）

油桐花的悲喜

油桐树在日据时代被日本人从
长江流域引种到台湾中北部山区，
桃园、新竹、苗栗客家人聚居区
90%的树皆是油桐树，“客家庄”与
油桐树的形象相连。当时日本人看
中的是油桐树的经济价值，取果榨
桐油，取木做火柴、木屐。台湾名
产美浓雨伞就是以桐油刷覆伞面。

当传统的生产方式被现代工业
取代，油桐树便失去了往日的地
位，成了自生自灭的山野之林。但
峰回路转，几十年后，旅游休闲概
念兴起，在高速公路上飞车而过的
人们被油桐花开的“四月雪”吸
引，刚开始只是“停车坐爱”，进一
步便走入山村。赏花的需求遇到现
代设计、包装能力，“桐花祭”曼妙登
场，从 2002 年起，每逢 4 月油桐花
开，台湾有油桐树的县、市都会举
办活动，让赏花带动食、宿、购、
展、演。“桐花祭”现在成为台湾
最大的赏花活动之一，五瓣油桐花
也出现在布料、服饰、杯子和各种
包装盒上，成为台湾意象。

“桐花祭”带来人潮钱潮，也
带来“高仿”和浮躁。接受记者采
访的植物专业人员说：“现在到处

都栽桐树，建桐花公园，有的赏
花景点砍掉整个山头的树，只栽
桐树，令人痛心。就算一时吸引了
人潮，挣了点小钱，但山坡地的水
土保持成了问题。造景的桐花没
有文化内涵支撑，只供人拍几张照
片，能维持多长时间的吸引力呢？
有一天，油桐花真要成‘祭’吗？”

行道树的学问

行道树除了美化之外，担负
着遮阳、除尘、降温、涵水等生
态功能，但因为赏花风潮的影
响，台湾有些地方在行道树的选
择上也陷入“徒有其花”的盲
区。像油桐树这样能形成花景的
树木被追捧，外来树种蓝花楹、
花铃木等成为时尚。各县市的绿
化工程招标越花越好，越洋越
好，有的县、市长放言种几千棵
外来树种打造花海。这些外行话
让专家听了心惊，且不说单一树
种极易引起虫害，只怕南橘北种
后的风险就难以意料。

前两周台湾风铃木花开，美
丽花树刷屏网络，专家却忧虑恐
怕会带来新一轮风铃木热。台湾
现在网络做主，有人晒张落羽松
秋季转红的照片，这棵树就成了

景点，大家蜂拥去打卡，绿化工
程就抢栽落羽松。有的地方因歌
曲 《木棉道》 而打造木棉大道，
照片虽美，但落花飞絮影响路边
农作物生长。有的地方推广“凤
凰 （木） 花开”，不惜砍掉已成荫
的原生大树。行道树全凭花当
家，种树被民意带着跑，后果往
往昙花一现，钱树两空。

已有教训在先。前几年台湾
兴起追樱潮，公园、行道树广种
樱花，但樱花在台湾原生于气温
相对低的山区，在路旁难以长
高，短暂花期后，不能遮荫降
尘，还因横生枝杈阻挡通行和店
家招牌。前些年台湾在台中、台
南、花莲打造的樱花林大多枯
死，有专家因此将追樱潮形容为

“粉红浩劫”，干脆将樱花树称为
“有害树种”，提醒各地科学种树。

赏花热的隐忧

赏花带动人潮钱潮，是旅游
休闲业的新增长点，但缺乏生态
观念和文化内涵的支撑，不仅速
生速落，带来生态伤害，也会冲
击文化，误导人们对传统的认知。

以油桐花为例。因为油桐树
密集之地原为“客家庄”，客家文

化有其独特之处，因此走进油桐树
也是走入客家人群，了解客家的历
史、风俗、歌谣、饮食。但越办越
大的“桐花祭”活动只是撒钱摆排
场，以大型演出为主轴，以吸引人
潮为目的，客家文化符号化为一朵
油桐花，被工厂大量印制在各种商
品上。因为缺乏深度的文化内涵，
这种活动极易高仿而浮滥，文化不
仅没为赏花注入灵魂，还被商业快
餐化、肤浅化。

现在台湾赏花已赏到田间地
头，但赏的不是“春在溪头荠菜
花”，而是稻田改花田的波斯菊、
向日葵、印度麻，这缘于台湾农业
部门实行的休耕政策。农民如申请
休耕，可停种水稻等农作物，种指
定的绿肥植物，按地块大小拿到补
贴。绿肥植物多为可打造花田的植
物，于是各乡镇陆续出现花海，假日
流动着赏花人群。当农业变为观
光，乡村旅游变为赏花，因耕作产
生的乡村传统文化便被消解，“粒
粒皆辛苦”无从体会，敬天惜土失
去意义。本来农家子弟已远离田
园，如果城里后辈再认为乡村就是
花田和赏花，那辈辈传承的筚路蓝
缕、以启山林的精神便渐渐消失。

让赏花经济真正成为美丽经
济，其中大有门道 ，需要科学与
文化的培育。

种花忽视生态 活动缺乏内涵

台湾“赏花经济”隐忧浮现
本报记者 陈晓星文/图

时值花繁树绿时节，却在台北听到“绿癌”这个
词。请教一位植物专业人员，他称自己就是一位绿色

“验尸官”。当植物成为旅游资源，赏花成为经济增长
点，“花须连夜发”“不知庭树意”这样的事越来越
多，樱花雨、木棉道这样的美景埋下隐患，物种入
侵、水土流失、行道安全、乡村文化流失等都有可能
成为社会的重疾，假以时日，再难逆转。

油桐花

低碳澳门

绿色生活

风铃木风铃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