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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豆豆

暮鼓晨鐘 中國式的父母親
中國在滿清時代，曾出

了兩位的明君，一位是康熙
盛世，他曾編纂中國聞名的
《康熙字典》。第二位是愛
民如己的乾隆皇帝，為了視
察民情，曾經數次帶領大臣
微服遊江南。

敖拜是乾隆皇帝的左右手，是「丞
相」。他足智多謀，滿腹經典，忠心耿耿，
運籌帷幄，蓽路藍縷的奇才，對乾隆君鍥而
不捨，唯命是從，跟隨左右。

有一次，乾隆君照樣微服出遊，一切隨
從也不便穿上官服，於是從京城到了江南，
大概就是西湖，杭州一帶，那裡山明水秀，
人民過路絡繹不絕，川流不息，要擦肩而
過，加上環境優美，遍地桃花，西湖泛舟，
夜夜暮鼓晨鐘。扣醒了夢中人，還有美食滿
天下，金華火腿名馳全國，如今已變成中國
美食勝地。

當時乾隆皇帝為了考驗其忠臣艾拜的才
華，就向他說，你看江南來來往往的人，有
這麼多，不知道有多少人嗎？

敖拜回答說：只有兩個人，一個叫
「名」，另一位叫「利」。敖拜所講的是全
部正確，我們世上所有的人，絕大多數都是
為著錢及利而奔波。而孔子的儒家學說中，
同樣標榜著兩種人，其一就是「君子」，其
二就是「小人」。而小人中又可以分為「偽
君子」及「真小人」。我們不怕真小人，他
們畢竟是些市井小民，是種以吹捧奉承權貴
為能事。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小人氣概之
人；而「偽君子」是滿口謊言，他的看家本
領，就是喜歡出風頭，排場面。以空買空，
他會以三寸不爛之舌來說服任何高官富爵來
捧他的場，使人家以為他交遊廣闊，有低級
的外交官來為他捧場撐腰，多偉大，多風神
是嗎？

現在我們再言歸正傳，直接來講，我們
今天的主題。

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二月廿九日召開
會議，討論國務院擬提請第十四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作報
告」。

中國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
議強調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五週
年，實現「十四五」規劃，目標關鍵任務一
年，要切實增強經濟活力，防範化解風險，
改善社會預期，鞏固和增強經濟的態勢，持
續推動經濟，實現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長，增進民生福祉，保持社會穩定和以中國
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等。

習近平同志強調，新冠疫情實現平穩轉
變，全年經濟社會主義發展主要的目標，實
現回升，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今年經濟社
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圓滿完成。高質量發展
札實，推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邁
出堅實步伐。

依我個人自己的看法，是習主席所推動
的「新時代特色社會主義」，以及他脫貧的
方案。第二就是他近年來所鼓吹的「一帶一
路」對外的各種跨國建設，取得國際間的認
同，並得到巨大的成就。美帝對於這一點可
能會望塵莫及了。

會議強調，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七十五週年，是實現「十四五」規劃任務關
鍵的一年，所以第一「增進民生福祉，保持
社會穩定」是工作的目標之第一要件。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以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完成所
有工作的任務。

第二財策適度加力，貨策能力適度，今
年工作要堅持穩中求進。

我們只要全國同心力，向著習近平主席
所擬定的目標前進，我們就能與美帝經濟競
賽中跨上一大步。

這兩天，一則視頻在網
絡上火了，瀏覽量到了百萬
以上。

每天夜裡，上床後，
我都會刷一下視頻號，久而
久之，沒刷手機，就不能入
睡。昨夜臨睡前，我看到了

一個視頻：畫面上，一個五六歲的小男孩，
可能因為做錯事而被爸爸訓斥，甚至受到了
體罰而悒悒不歡。小男孩的媽媽在畫面外與
他對話，媽媽用輕柔的言語讓小男孩化解心
中的芥蒂，後來小男孩在紙條上主動地給爸
爸寫了一些話。媽媽讓小男孩的紙條折好，
她拿到隔壁房給爸爸，結果爸爸看完之後淚
流滿面。這時，小男孩走進房間，與爸爸擁
抱親吻，爸爸也反過來親吻小男孩。倆人和
好了。

網上評論的人一致稱讚這位有智慧的
媽媽。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父權社會，男
主外，女主內，父親幾乎是不苟言笑，因而
有了嚴父慈母的說法。而隨著時代的發展，
更有了「虎媽」。

在我們小時候，父母是一家的至高權
威，沒有人敢頂撞父母。在我成家之前，我
的人生道路基本由老母親劃痕讓你走路。當
我自己也當了媽媽的時候，我告訴我母親，
在我的孩子們的教育方法上，我將完全顛覆
她對我的教育，雖然她對我的嚴格要求我一
直都會感恩銘記在心。

我的孩子們一出生到懂事後，只要我
們在一起，必定在早上一睜開眼睛，擁抱親
吻互道早安，夜裡入睡之前，也要擁抱親吻
互道晚安。

在老大度過了叛逆的幼兒期之後，開
始懂事了，遇事一起討論講道理，就成了我
們家的規則。記得有一次老大哭了好久，原
來是大人錯怪了她，直到我們給她說「對不
起」之後才破涕為笑。

為人父母者，誰不望子成龍，望女成
鳳？相比其他人的家庭，我們家沒有花一分
錢在學習各種才藝上，卻讓兩個女孩去踢足
球，就是想讓她們在踢足球鍛煉身體的同
時，能夠學習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因為踢足球，她們有過一個非常快樂
的童年與少年時光；因為陪伴孩子們成長，
我錯過了很多機會，卻收穫了萬金不換的無
數親子時刻。

不管孩子們在求學時代有過多少光
環，當他們進入了社會之後，終將回歸平
凡。令我欣慰的是：到目前為止，我還是兩
個孩子最好的朋友、閨蜜。

說愛太沉重，說對不起又難以開口。
每當網上傳來了一些得了憂鬱症的孩子們的
不好的消息的時候，我們這些當父母者，是
不是在忙於賺錢養家餬口的同時，多多關心
孩子們的成長？怎樣當好父母，真的需要學
習。

（03/17/2024）

黃小梅

三進觀山村
淫雨霏霏，天氣微寒。

我有幸參加泉州市作家協會
舉辦的女作家「三八節」座
談會暨觀山村鄉村振興采風
活動，說來慚愧，我這是第
三次到觀山村來了，可我覺
得，以後若有機會，我還想

再來，不為別的，只為這裡的環境清新、
精神富有，還有生於斯、長於斯，並工作
生活在這裡的文友李紀波校長，李校長還
是那樣的溫文儒雅，而村裡的領導班子，
還是那樣的熱情奔放，村民們依然淳樸無
華，他們讓我賓至如歸，自然放鬆，流連
忘返。

幾年前，我第一次到觀山村，是跟著
朋友來的，當時，我們一行四人，在一個
峽谷裡看完瀑布後，飢腸轆轆，體力有點
不支，這時，一位村民走出家門，知道我
們還沒有吃午飯，就熱情地請我們到家裡
吃，可是，那是他們的午餐，我們不好意
思打擾，想著村裡轉轉看，找一下餐館，
於是，婉謝了村民的好意。無奈兜兜轉轉
後，還是找不到，最後，朋友發微信給沒
有見過面的當地朋友，並在他的家裡用
餐。這位村民的孩子們都在城市裡生活，
他捨不得離開觀山村，就在家裡種些有機
蔬菜，養些家禽，不定時地供給孩子們。
這位村民很樸實，他跑到屋後的山坡上，
採摘了新鮮的蔬菜，拿出了香氣四溢的香
菇、面片、肉等。那天的午餐，是我和我
的一位同學親自下廚的，另兩位朋友則和
村民品茶閒聊，誰能相信，這是第一次見
面的場景呢？

我第二次到觀山村，是跟著南安作
家協會的采風隊伍來的。與中西合璧的番
仔樓第二次相遇，我首先想到的是「金屋
藏嬌」，只是，它的故事令人纏綿，是愛
的一種體現，讓人相信愛情的力量！飄洋
過海的李功藏先生有鄉愁，同樣，他南洋
的愛人也有鄉愁。作為一個女人，所愛之
人能為自己傾心打造一個心中的家園，可
見，她在李先生心中的位置有多重要！

清朝時，觀山村的交通極不發達，在
山腰處建樓房，所耗費資金更不容小覷，
那一條條的白石，是靠著人工從當時的珠
淵港碼頭搬運過來的，那光滑的花磚，則
是飄洋過海而來。我在二樓的廊道上來來
回回地走著，低頭細細地看著它，當時工

具簡陋，條石的表面是經過千錘萬鑿打磨
的，它流淌著愛的涓涓細流。條石之間的
接合處，有一公分左右較為光滑，接縫是
紅糖與糯米相結合的載體，它歷經一百多
年的風雨洗禮，竟沒有出現漏水的跡象，
在沒有水泥的年代，我們的先人卻有這種
智慧，實在令人佩服！

這次采風，據觀山村村長說，近幾
年，番仔樓成了很多婚紗照的拍攝景地，
我想，這不僅是番仔樓的建築吸引了年輕
人的眼光，它所蘊含的愛情故事應該更有
令人嚮往的內在吧！

我跟著采風的團隊，穿行於一座座
的紅磚古厝裡，聆聽著導遊一遍遍的介紹
和釋疑，沐浴在良好的家風家訓中，我撫
摸著私塾裡的課桌椅，凝望著牆體上一個
個神采飛揚的少年，他們從這裡走出去，
成了清華、北大等名牌大學的驕子，成了
國家的棟樑。在這裡，我的雜念莫名地消
失，心緒變得平靜，滋生了無形的力量，
同時，多了一份堅毅和自信。

觀山村的先賢，勤勞勇敢、高瞻遠
矚、重視教育；觀山村的現代，繼往開
來，緊跟時代潮流。面對著山上那層層
梯田，村書記說，隨著客流量的不斷增
大，他們籌劃根據季節，在梯田里種上油
菜花和水稻，不負「中國最美休閒鄉村」
和「中國傳統村落」的美譽，又有農耕收
穫，而村裡的民宿，也在進一步地拓展，
努力滿足遊客的需要。

曾幾何時，觀山村的先民們，為了
生活，走出這萬水千山，如今，許多人慕
名而來，為它的清新美麗、富有精神、愛
的金屋、還有那保存良好的古厝。在觀山
村，擁有百年以上古大厝20多座，全國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3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1
處，它們修舊如舊，體現著觀山村人保護
和傳承的高瞻理念。

村書記說，以前，這裡的人走出去，
現在他希望更多的人走進來、留下來，這
是村領導班子的心願，更是村民們的心
願，我想，這心願，不久的將來，定能如
願以償。

這次觀山村的采風，我發現又有了多
處嶄新的高樓，環境比以前更加的整潔，
我看到了鄉村振興可喜的變化，內心湧起
了一份感動和欣喜，這樣的觀山村，我能
不想再來嗎？

公營醫療調整應以防濫用增供應為主

李秀恒

兩會預期合理可實現
本月，中外矚目的年度

「兩會」在北京召開，在3
月5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上，國務院總理李強作出了
任內的首份《政府工作報
告》，為2024年國內的經濟
發展定下了5%增速的預期目

標，與去年的目標持平。

海外機構預測失準  
數字公佈之後，各大國際經濟預測機

構普遍認為，考慮到2023年的增長目標是
在2022年3%的經濟增長基礎上計算，2024
年則以2023年5.2%的增長為基期，加上中
國經濟的復甦有減緩的勢頭，實現目標增
速的難度比去年更大，因而給出的預測亦
鮮有超過5%者。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便預測中國2024年的實際經濟增
長率為4.6%，去年11月的預測數字更只有
4.2%，並認為若房地產開發企業的整理和
重組措施無法迅速落實，增長有可能跌破
4%。

筆者認為，本次兩會定下的GDP預期
增長目標，仍是落在合理區間的，且有較
高的可實現率。

其實縱觀2023年，雖然年初隨著內地
重新「打開國門」，各大機構都對中國經
濟有著非常樂觀的預期，但去年兩會所提
出的增速目標亦是5%左右，在當時被外界
普遍評為保守，認為中央政府是設定了一
個較為容易達到的指標；而後隨著疫後復
甦未如想象中高速，這些機構又紛紛將預
測下調至讓人驚訝的低水平，並同時重彈
「中國崩潰論」的舊調。

到了年末時分，中國政府出台了多項
「救市」措施，海外機構又在不同程度上
上修預測數字。而結果，眾所周知，2023年
的經濟增長不出報告所料，定格在5.2%，
體現了國家對經濟大局的精密掌控和宏觀
調控的信心。

穩中求進成為主調 
其實，在中美博弈、地緣政治緊張、

全球供應鏈脆弱的大環境之下，中央政府
在近年的工作基調，一直都強調「穩中求
進」——在本次的《政府工作報告》中，
李強總理共用了57個「穩」字，正是這種
基調的一個體現。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希
望通過精細的調控避免「灰犀牛」的同
時，亦希望鼓勵發展出新的經濟增長突破
點，以更穩健的步伐穩定國民的消費信心
及中外投資者的投資信心。

當然，5%左右的增長目標，對於處於
紛亂國際局勢下一個體量如此大的全球第
二大經濟體而言，絕非易事，需要克服種
種挑戰和困難才可達成，但卻並非不可實
現、遙不可及。從經濟形勢來看，2023年一
些制約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正趨於弱化，
積極因素正在浮面，例如美國將在今年重
回降息通道，將會促使國際資本重新展開
全球佈局。

本質上而言，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依
然強大，加之疫情的「疤痕效應」幾乎已
被撫平，房地產、地方債務、中小金融機
構的風險亦在不同程度上得以化解，且政
策工具箱中仍有儲備可用的調控手段，有
望在今年促進就業、逐步釋放消費需求，
激發市場的活力。

在對外經貿方面，中央政府對西方發
達國家的種種制裁、封鎖手段已經做好了
準備，可以說無論西方國家在選舉之後對
華的政治取向有何轉變，都不會對本國的
科技自主戰略有太大的影響，加之我國已
經在東南亞、中亞、中東、非洲、南美等
南方國家中，開展出了較為穩定的合作模
式和市場基本盤，隨著RCEP、「一帶一
路」倡議、金磚國家等促進中國與他國的
經貿、外交關係，有望共享更大的經濟機
遇。

（作者為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香港仔

繼政府早前放風會研
究增加包括公營醫院急症室
收費後，醫務衞生局局長盧
寵茂昨日表示，期望今年內
交代公營醫療服務收費調整
的初步方案。他承認，早前
當局提出急症室按病況緊急

程度收費的意見引發分歧，將與業界加強溝
通。正所謂「醫者父母心」，公營醫療原意
是為所有市民提供可負擔的醫療保障，在社
會未能有效建立相對足夠的基層醫療服務之
前，貿然提高公營醫療收費，恐會窒礙基層
患者及早診治的意願。

盧寵茂表示，今次是調整整體公共醫
療服務收費，將重新分配資源，進一步幫助
綜援網外的弱勢社群及長期病患、重病者如

癌症病人等，當局必會增加夜診、普通科門
診名額配合。顯然，調整公營醫療服務收費
的成敗關鍵，在於政府能否增加門診名額。
因為一旦公營醫療加價，私營醫院和私家診
所的收費加幅只有更大，屆時將會有更多市
民因為難以負擔私營醫療系統的收費，而被
迫湧往公立醫院，這亦是過往歷次急症室加
價後被證實必定會出現的趨勢。

表面上，加價看似會減少濫用。實際
上，正如當局所說會考慮基層的負擔能力，
而獲得豁免或部分豁免的人士，佔用公營醫
療的「價值」增加，濫用的誘因也會增加。
因此，調整公共醫療服務收費，其中一個重
點應放在杜絕和預防濫用，包括濫取藥物方
面。

若撇除需要透過加價來彌補庫房醫療

開支的話，政府應將另一重點放在如何增
加公營醫療服務供應方面。

因為本港人口增長和老化及公私營
醫護人手長期嚴重不足，才是醫療瀕臨爆
煲的主因。對此，盧寵茂昨日提到要防範
韓國醫生罷工事件在港
發生，要以此為反面教
材，引以為鑑。

香港目前平均每千
名人口，只有2 . 1名醫
生，人手不足比韓國更
加嚴重。儘管韓國醫生
罷工事件相信不會在本
港出現翻版，但韓國醫
學界此等做法仍值得各
方認真研究對待。

醫 生 不 足 ， 直 接
邏輯就是要培養多些人
手，但並不是每一個人
都適合或有足夠能力當
醫生，加上當前每年應
屆考生數目逐年下降，

增加醫科學額如何保證質素，相信是每一
個持份者必須深思，不能簡單地以醫護團
體「山頭主義」論之。如何平衡，設計出
更妥善的增加醫療供應的制度安排，是目
前當務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