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副刊8 2019年7月14日 星期日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13911270606（同微信号）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090 号 广告热线：58392178 发行热线：58392172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50 印完时间：5∶00 本报印刷厂印刷

汽车越接近越南北江省陆岸县，空气
中弥漫的香甜味就越来越浓，眼下正是荔
枝的收获季节。作为越南著名的荔枝之
乡，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荔枝，小到房前
屋后，大到成片山岭，荔枝树随处可见。车
行荔枝的海洋中，大捧大捧的荔枝映入
眼帘。

在一处颇具规模的荔枝园前停下车，
笔者见到了荔枝园主人阿殿。他告诉笔
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就在这里种植
荔枝，荔枝园不断扩大，到现在已有1公顷
了，在当地算种植大户了。今年荔枝收获
的季节又到了，但由于春节前后气温过高
等原因，今年收成不太理想，大概能有2万
多吨，好的年景产量近 10 万吨。不过，正
是因为产量减少，今年荔枝价格是去年的3
倍左右。这样算下来，收入也不少，按1公
斤3万越盾算，大概能有6000多万越盾（1
元人民币约合 3400 越盾，折合人民币 1.8
万元左右）的收入。算着收成，阿殿脸上露
出满意的笑容。

据阿殿介绍，当地各家各户荔枝成熟

收获的时间不同，前后大概持续两个多月
的时间。对于每一家的果园来说，收获期
大概在25天左右。每年一到五六月份，这
里的荔枝集市上都挤满了大小货车，往来
客商不断。

说话间，阿殿上小学四年级的孙子骑
着车回来了。已经放假的他，今天也去市
场上小试身手，卖了1公斤荔枝，挣了1万
越盾零花钱，被烈日晒得红通通的小脸上
透着兴奋。在这里，荔枝似乎已经深深融
入了当地老少的生活当中。

陆岸县距首都河内有 100 公里车程，
作为北江省荔枝主产区，2018年荔枝产量
达 到 15 万 吨（整 个 北 江 省 产 量 21.5 万
吨）。阿殿说，每年一到收获季节，早已熟
悉越南当地的中国商家便来到田间地头，
进入集市，大量收购新鲜荔枝，从陆路转运
中国。当地荔枝产量近一半都出口中国，
余下的在越南本地销售。尽管近两年越南
也在开拓日本、欧美等市场，但中国拥有交
通便利、市场巨大等优势，仍是越南荔枝最
主要出口地。

2018年以来，中国开始逐渐限制通过
边贸进口越南水果，代之以正规贸易。阿
殿表示，这一改变虽然要求更高了，但也使
当地果农更放心了。中国商家会提前与越

南果农签合同，明确荔枝成色标准、产地、
包装要求、卫生条件以及收购价格等，这样
一来，果农不用担心价格起伏、产品滞销，
种植也更有目的性，降低了风险，保证了收
益，惴惴不安的心理也大大减少了。

在集市上，笔者碰到了来自中国四川
的商家何先生，他已在当地连续收购荔枝
七八年了。他说，今年收获季节差不多每
天要从这儿装箱10吨荔枝运到云南昆明，
再由国内商家转运中国各地。何先生说，
为了保鲜，一箱荔枝重量大概有16公斤至
17公斤，下面还要放置冰块。早晨刚摘的
荔枝，两天之内就能到达昆明，借助发达的
物流网络可以很快送上中国百姓的餐桌。
何先生指着一箱荔枝说：“这个品相的荔
枝，到北京要50多元1公斤了。”

徜徉在荔枝园、集市，感慨着在互联互
通基础上物流的极大便利。“一骑红尘妃子
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不知杨贵妃若观此
景，会否艳羡不已？

如果有人问新加坡最亮丽的风景是什么？一般人首先
会想起闻名遐迩的地标鱼尾狮，金碧辉煌的滨海湾金沙酒
店，五光十色的滨海湾花园夜景，或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的圣淘沙、樟宜机场和海洋馆，等等。在笔者看来，除了这
些游客们争相拍照留念的著名景点外，新加坡的小贩中心
别有一番韵味，因为这里有最值得了解和品味的文化传承
与变迁故事。

新加坡小贩中心，又称食阁、熟食中心，是由政府兴建
的室外开放式餐饮经营消费场所，一方面为路边流动小贩
提供了集中经营的固定场所，解决了城市环境卫生管理难
题；另一方面承载着大众饮食习俗和不同国度饮食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是体验、探寻当地饮食文化和居民消费方式的
一个重要窗口。新加坡小贩中心售卖的食品物美价廉、种
类繁多，以东南亚熟食以及饮品为主。在选址上，小贩中心
除了要考虑均衡分布与居民需求外，常与售卖日用品与干
粮杂货的小菜市场毗邻，以方便客人餐饮和购物。

新加坡小贩中心始建于 1971 年，运营和管理均由政
府主导。目的是在为居民提供服务和为小贩提供就业岗
位的同时，解决因城市人口和小贩数量不断增多带来的
卫生条件差、市容脏乱、摊点杂乱无序蔓延、道路堵塞和
占据人行道经营等问题。小贩中心建成后，政府给小贩
发放正式营业执照，并陆续把小贩迁入小贩中心出租的
摊位，取缔街头非法小贩。1986年，政府完成了小贩中心
建设计划后停止建造新的小贩中心。2001 年，为进一步
改善用餐环境和卫生条件，新加坡政府拨出 4.2 亿新元
（约合人民币21亿元）专款实施小贩中心翻新计划。直至
2011年政府宣布在未来10年再兴建10个小贩中心，首选
地点以新的组屋区为主。2018 年底，政府宣布到 2027 年
前，再建20个小贩中心。

近年来，新加坡小贩中心在软硬件不断改善升级的同
时，饮食品种也日趋多样化、国际化。在传统华人美食肉骨
茶、潮州粥，印度羊肉汤、米暹，马来西亚沙嗲肉串、炒面等
基础上，为适应新加坡人和外来游客的需求，小贩们开始经
营中国的麻辣香锅、日韩料理等，西餐摊位也比比皆是。与
此同时，传统美食得到改良，增加了许多新菜品。星洲炒
蟹、咖喱鱼头、海鲜烧烤等美食也渐成招牌。小贩中心最值
得称道的是，除了提供丰富多彩、价廉物美的各色食品外，
不同族群、不同宗教的饮食可以一起呈现，来自不同族群和
宗教的食客虽然各有饮食禁忌或民族文化差异，却都能接
纳对方在同一个小贩中心用餐，同时在行为上还能照顾，促
进了多元文化融合。新加坡小贩中心与政府组屋一样是新
加坡的特殊产物，代表着兴旺的平民文化，象征着人人
平等。

目前，新加坡每天有6000余个小贩档口为居民和游客
提供品种丰富、价廉物美的餐食。不论生活在哪个区域，最
直接的感受就是出门走不了多远就能看见小贩中心。

新加坡最西端的塔曼裕廊市场和食品中心是上世纪
70 年代运营的第一个小贩中心，当时被称为永盛小贩中
心。今天新加坡最大的小贩中心在唐人街建筑群中，有
200多个小吃摊分布在建筑的二楼。

新加坡小贩中心，除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外，不时还会
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大家都围坐在
一起吃同样的东西。食客永远不知道会遇见谁，可能会偶
遇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排队，或者是被粉丝围追堵截的“网
红”“明星”出现，又或者是围坐论政的议员和部长现身。小
贩中心不仅是用餐的地方，也是官员喜欢走访的地方，大选
期间议员在这里拉票、开新闻发布会，或者随意找民众聊天
了解情况等。小贩中心已成外来游客的必“打卡”景点。到
过这里的朋友大都会赞叹，在小贩中心能喝到最香的咖啡、
最醇的酒，能吃到地道的可口饭菜。

2018 年，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郑重宣布，
新加坡小贩中心启动申请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小
贩文化归纳为“小贩中心不仅可帮助大家减少日常开销，
也是新家重要文化遗产。它就像是社区饭厅，无论华人、
马来人、印度人还是欧亚裔人士，大家不分种族、宗教和
收入高低，都能聚在小贩中心，一起用餐”。大家在小贩
中心，既能享受五彩缤纷且价廉物美的美食，沟通交流，
联络情感，又可领略小贩用心经营生意和传承烹饪手艺的
风采。

平凡中见品位，低调中显格调，多元中含包容，传承中
有创新，这或许就是新加坡小贩中心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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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 勉 自 立 合 作
——韩国新村运动回望

本报赴韩国采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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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老机场路小贩中心一瞥。
本报记者 刘 威摄

韩国首尔市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新
村路257号，位于一片地势较高的山林之
间，青松翠柏，郁郁葱葱，韩国新村运动中
央研修院就坐落于此。1970年韩国新村
运动正式发起，两年后，新村运动中央研
修院成立。40 多年来，这里培养了一批
又一批农业人才，为韩国的农村建设贡献
了巨大力量。

研修院的一角是新村运动历史博物
馆，一篇篇历史文献、一件件老旧农具，都
附着着时代气息，在讲解员饱含深情的讲
述下，40多年前那场轰轰烈烈、遍及韩国
3万多个村庄的农业大建设、大生产运动，
依稀呈现在眼前……

时间回到上世纪 60 年代，韩国人均
GDP不足100美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
家之一，“住茅草屋、点煤油灯”是当时韩
国农村的真实写照。当时，韩国道路等基
础设施严重落后，近一半自然村无法通
车，交通工具只有靠步行或者牲畜，成为
制约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1970年，韩国政府从基础设施入手，
无偿提供基建材料，为全国3.3万个村庄

每个村庄提供335包水泥，用于改善乡村
环境。包括修建桥梁、河堤，改善房屋、村
级公路和饮水条件等。新村运动从此拉
开帷幕。

茅草屋变砖瓦房，油灯变电灯。到了
上世纪 70 年代末，韩国的农村面貌得到
翻天覆地的变化。到 1977 年，韩国所有
农民都住进了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
1978年，全国98%的农户装上了电灯；全
国普及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农
村饮水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副院长赵载范
告诉笔者，从 1970 年至 1978 年间，韩国
不仅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解决了温饱
问题，而且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也从137美
元增加到649美元。

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新村运动逐步
由政府主导转入民间自发，继续为韩国的
农村建设发挥作用。

新村运动发起 10 年间，韩国农民收
入接近甚至反超城市居民，城乡收入差距
缩小。而且新村运动的意义远不局限于
人均收入的数字。从长远看，它缩小了农
业和非农业部门、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
距，有利于全面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国民
经济均衡发展；从城乡关系看，农村收入
增加，避免了短时间内大量农民工涌入城
市带来的“城市病”，加速了农村城镇化进

程。韩国的城镇化率在上世纪90年代达
到 70％以上，农村人口比例从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 80％下降到不足 10％，中等
收入群体和城市人口成为韩国社会主体。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
茨表示，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的
能力比土地和物质资本都重要。韩国的
新村运动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规律。赵
载范表示，新村运动倡导“勤勉、自立、合
作”的精神，促使大批农民走向农田，用双
手改善生活。这 3 个词后来也成为韩国
国民的道德标杆。

对韩国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韩国人
非常支持国货。韩国大街上行驶的汽车，
基本都是现代、大宇、起亚等自主品牌汽
车，购买本土、民族产品已经成为韩国人
的一种消费习惯和爱国情结。

由此可见，新村运动不单单让广大韩
国民众养成了自力更生的好习惯，更重要
的是在精神层面激发了人的内在潜能。

新村运动的会徽是一个黄色的圈，中
间一棵有三片叶子的小嫩芽。赵载范说，
这分别象征着新村运动“勤勉、自立、合
作”的精神，这些精神不仅在农村结出硕
果，而且得到越来越多韩国民众的认同，
走进了城市、企业，成为全体国民的宝贵
财富。

（本文执笔：常 理）

图①① 韩国韩国京畿道农村地京畿道农村地
区区，，一片山清水秀一片山清水秀。。

图② 一位韩国农村妇女一位韩国农村妇女在在
剥大蒜剥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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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 农民在整理刚刚采摘的荔枝农民在整理刚刚采摘的荔枝，，

等待采购商挑选等待采购商挑选。。

图④ 农民给采摘下来的荔枝拍照农民给采摘下来的荔枝拍照，，

发给采购商发给采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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