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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歷時八百多天疫情歷時八百多天，，泳池便同一時間被陸陸續續關泳池便同一時間被陸陸續續關

閘一半多時日閘一半多時日，，沙灘亦不時封閉沙灘亦不時封閉，，一個沒了水的香一個沒了水的香

港港，，霎時成了霎時成了「「香巷香巷」。」。日前日前，，市民總算盼來疫情和緩市民總算盼來疫情和緩，，社交社交

距離逐漸放寬距離逐漸放寬，，部分沙灘亦獲准於昨日重開部分沙灘亦獲准於昨日重開。。然而然而，，一班水上一班水上

活動的守護者活動的守護者——救生員救生員，，卻無法因此鬆一口氣卻無法因此鬆一口氣。。夏天伊始夏天伊始，，

正是游泳運動的旺季正是游泳運動的旺季，，拯溺員的人手充足與否是大問題拯溺員的人手充足與否是大問題。。港九港九

拯溺員工會副主席胡啟榮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拯溺員工會副主席胡啟榮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透露出透露出

行業存在人手不足行業存在人手不足、、晉升機會不良晉升機會不良、、宣傳教育及行業聲譽等問宣傳教育及行業聲譽等問

題題，，他們希望新一屆政府能夠正視他們希望新一屆政府能夠正視，，真正改革不合時宜的規則真正改革不合時宜的規則

條文條文，，令拯溺行業健康發展令拯溺行業健康發展，，更專業地服務市民更專業地服務市民。。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茜

「五一」假期，中國青年在做什麼？不同
於一些人流行的口頭禪「躺平」，許許多多
中國青年在各自領域努力學習、工作和探
索，追求實現自己「飽滿」的人生。大學
生、創業者、技術人員、基層幹部……從清
晨到深夜，走進四個中國青年的假期一天，
中國發展的「活力密碼」可見一斑。

清晨，科研青年的潛心求索
清晨，陽光才從鬱鬱葱葱的樹木間露面，
武漢一所高校的90後博士生小佳已端坐在實
驗室裏，研讀起了文獻。翻閱論文材料、梳
理研究思路、分析數據信息……對於正在
「主攻」資格論文的她來說，一天時間總是
匆匆而過。
為了讓論文寫作的效率最大化，她不時將
自己的思考記錄下來，向前輩們請教探討。
「我經常和師兄師姐們學習，他們能一眼看
出研究內容的局限性，指出論文的問題、拓
寬視野。如果只是『閉門造車』，有時不免
會陷入自我否定的消極循環。」
身邊良好的學術氛圍是中國青年學生的前
進動力與能量源泉。面對重重考驗，小佳並
沒有選擇「躺平」，而是在為打好學術基
礎、摸清門路一步一個腳印地積累經驗。

「雖然有時我也會遇到『瓶頸期』，但在
讀博的過程中，一份份得來不易的研究成果
給了我滿足感，堅定了我沿着學術道路走下
去的信念。」她說。

午後，「斜槓青年」的創業拚搏
斜陽午後，北京的一座影棚中，四五個年
輕人拍攝的拍攝、化妝的化妝、打光的打
光，正在趕製一條廣告片。因為疫情，身在
天津的平凡開啟了「雲監工」。作為天津廿
卅創藝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的負責人，平凡這
幾天經常忙到凌晨兩三點。他說，任務來
了，熬夜通宵是常有的事。
近年來，中國年輕人興起一股創業熱潮。

平凡也瞄準了互聯網創意策劃，在北京成立
了一家廣告創意公司。製作剪輯、維護客戶
關係、經營管理公司……畢業於廣告專業的
平凡很快成了能力全面的「斜槓青年」。業
務受到疫情衝擊後，平凡將公司遷到天津，
重整隊伍。「現在雖有困難，但公司一年的
合同額保持在二三百萬元。」
今年初，平凡接到一家銀行的冬奧會主題
信用卡設計工作。他帶領幾名年輕人忙了一
周，設計出了多款不同風格的「冬奧風」信
用卡。「這種方式把年輕人和國家聯繫起
來，讓我們有了時代參與感。」
「奮鬥是青年的底色，『躺平』有時只是
口頭上的調侃。」平凡說，更多青年創業者
同他一樣，正在克服困難堅定前行。

傍晚，「靠譜青年」的技術創新
華燈初上，國網天津市電力公司城西供電
分公司輸電運維一班班長王澤躍換下工作
服，結束了一天的巡檢工作。雖然腿腳有些
酸痛，但他的思緒仍在高速運轉。「準備把
今天的現場信息整理一下，看看作業模式如
何優化提升。」王澤躍笑着說。
今年是王澤躍工作的第八年。作為一名90
後線路運維檢修工，他見證着科技給行業帶

來的變化，更積極投身於技術創新的洪流
中。
為了讓科技更好地為工作賦能，王澤躍與
班組成員潛心探索，利用閒暇時間查閱資
料、琢磨研究。去年，圍繞「黑飛」無人機
入侵可能會對電力系統設備造成破壞的難
題，班組齊心研發出了一整套設備系統。而
如何運用技術進一步提升工作質效，也是近
期王澤躍腦海中的「課題」之一。
「青年就要有迎難而上、堅韌不拔的拚勁
兒。在提升自我的同時照亮他人，用奮鬥與
奉獻來實現價值夢想，這正是青春的題中之
意。」王澤躍說。

深夜，青年幹部的默默奉獻
夜已深沉，濱海新區寨上街道辦公室內燈
火通明，90後基層幹部宮晨光仍在崗位上忙
碌。
大學畢業後，宮晨光進入天津市濱海新區
寨上街道，成了一名基層公務員。「基層工
作瑣碎繁重、默默無聞，但又不可或缺。」
宮晨光說。
這一天裏，作為街道黨建辦副主任，宮晨
光一邊忙着基層的黨支部、群眾組織及志願
者隊伍的組織協調，做好假期的疫情防控工

作，一邊梳理近年來基層黨組織建設的相關
材料。
為了將基層黨員和群眾組織起來，寨上街
道搭建了不少平台組織，「幫管家服務隊」
便是其中一個。這支由20多個社區居民組成
的服務隊，平日裏為社區群眾修水電，疫情
期間則承擔起防疫巡邏、物資轉運等工作。
除志願服務隊外，疫情期間街道辦也迅速
成立臨時黨支部，進駐封控區。所有黨員都
在一線運送物資、參與核酸檢測工作，每天
都忙到深夜。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社會責任，我要盡職
盡責地幹好本職工作，這是對自己負責，也
是對這個時代負責。」宮晨光說。
事實上，中國青年口中的「躺平」，更多
的是為了緩釋壓力的調侃。共青團中央書記
處第一書記賀軍科認為，在中國特有的人口
結構和人才競爭環境下，當代青年有時確實
會感覺使不上力氣。但經過調研，他們發現
真正「躺平」的是極少數，不懈奮鬥的是大
多數。
《中國青年網民社會心態調查報告

（2009-2021）》顯示，中國青年網民群體反
對「躺平」的比例在2017-2021年間上升至
74.1%。 ◆文：新華社

向「躺平」說不：四個中國青年「飽滿」的一天

◆王澤躍對線路進行紅外測溫。 網上圖片



上月，一名58歲男士在進行救生員
考核時不慎遇溺，需要由在場的

救生員救起並送院醫治，切實地曝露了
救生員甄選機制中令人擔憂的因素。港
九拯溺員工會副主席胡啟榮接受採訪
時，談及關於行業人手不足的問題，過
往他們港九拯溺員工會曾與建制派議員
一同向政府反映，成效未見。隨着泳灘
及沙灘水上場所的逐漸開放，行業積累
已久的種種問題迫切需要得到解決，否
則危機處處。
新一屆香港政府即將上場，各行各業
紛紛就自己存在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問題
提出改善意見，希望政府從制度上改
革，否則積重難返。胡啟榮建議道：
「第一步是拯溺總會多一些宣傳，讓更
多的人願意去考救生員，第二就是評估
現存的考核方式是否合理，在繁瑣的考
核之後卻沒有太好的晉升機會，有志之
士也會失去入行的熱情。」

考核嚴格卻缺乏晉升機會
香港本地救生員的人手問題對於水上

活動來說向來是嚴峻局面，但專業救生
員的考核方式不合時宜，影響了行業的
質素。胡啟榮於18年前入行，從事拯
溺事業至今。他提到，自2003年改制
之後，救生員要面臨的考核內容便開始
繁多起來，而後續的事業發展卻沒法隨
之得到改善，缺乏晉升機會，所以能夠
理解年輕人肯入行的越來越少。
「救生員的工作並不像市民看上去那

麼簡單輕鬆，所以其實要考核的內容是
方方面面的。」他解釋道：「簡單來說
考核包括筆試、急救考核及水上考核，
但當中又分成了許多小的分支項目。考
核不僅內容繁多，而且考試需要的數千
元費用需要自己承擔，並且每三年便要
進行覆核。」看來考核還是似紀律部隊
般嚴格。
不過，嚴格的考核制度下亦存在隱

憂，如救生員考核招募都沒有年齡限
制，而殘障人士在體能合格的情況下是
優先被錄取的。胡啟榮說：「相信是與
防止歧視條例有關，但是我們的責任是
拯救有意外的人、需要救助的人，判斷
力和體能必須是要很充沛的。體能合格
不能代表他的判斷力、警覺性、溝通能
力合格，偏偏這三方面對水上拯溺都很
重要，危急關頭人命關天。我覺得要合
乎實際需要，有些條例可以遵守，有些
要適當變更，也絕對不存在歧視問
題。」他舉例道：「救援工作大部分時
候都是一種團隊合作，所以需要一定程
度的溝通能力，但是我們訓練並不具備
這個課程，也沒有相關的評估，如果溝
通不順暢，難免影響救援速度，無法保
障市民安全。」
他亦覺得救生員向來缺乏晉升機會，

「相對於大部分政府部門職位來說，比
如海關、入境、警察或者食環署、郵
差、交通督導員等等，事業前景都比我
們拯溺員要好很多，因為他們可以晉
升，他們可以成為管理層，但我們沒有

這樣東西。所以，我們如何去吸引年輕
人入行呢？唯一能夠支撐的就是信念
感。」他說。

需提升專業形象及榮譽感
胡啟榮認為，除了人手外，救生員的
形象聲譽亦相當重要，「當然大前提
是，救生員自己都要有敬業精神，維護
好自己的專業形象，同時政府要做好規
範之餘亦需重視宣傳推廣，提升了形象
才會有年輕人想入行，這樣才會令我們
沒有人才荒，泳池、沙灘等公共設施在
人手足夠的時候開放，市民的生命安全
才能得到足夠的保障，其實這是一個良
性的循環。」
一直以來大概因為市民對救生員存在

偏見司空見慣，加之「救生員起作用」
的時候並不常發生在自己身邊，救生員
向來被認為是輕鬆的工種，因為只是坐
在岸上「看看」。胡啟榮不免為這刻板
印象打抱不平，「救生員的工作內容並
不只有救溺水的人。我們首先要監測，
然後要出動去救援，救上來之後則要進
行急救，這是一條龍的工作，其實是很
繁瑣的。很多市民不明白，以為我們就
是坐在看台上而已，但其實救生員隨時
都在進行監測，要對可能發生意外的範

圍、事件有提前的預想。」
如今，水上活動的突然重開令胡啟榮

更覺擔憂：「天水圍、大埔的泳池都會
開，也有之前的職員退休等，所以職位
的空缺是很嚴重的。人手不夠就會影響
到泳池開放，同時也會影響到我們的編
更、休息時間以及沒有放假時間，這會
讓我們體力、精神都不夠，這是直接影
響到市民的生命安全的。」同時，由於
疫情時間持續太久，不同於普通的體能
訓練，水上活動需要不同的場地，幾乎
所有的救生員都沒辦法進行操練，他擔
心同事的體能無法跟上龐大的人群。

兒童的走失問題嚴峻
他又指出，人手不足影響到的其中一

個比較嚴峻的問題是兒童的走失問題，
「因為沙灘環境比較特殊，很多小朋友
一旦走開，便不容易找回，又由於大家
經常把注意力放在手機上，忽略了對小
朋友的看顧。」他覺得人手的問題不可
以紙上談兵，「有時候看上去是一個蘿
蔔一個坑，但其實一旦發生緊急情況，
就不可能持續工作。這幾年已經看到了
後遺症，就是很多泳池的部分設施都沒
辦法開放。」

無論是交通安全教育抑或消防、急救等，通常都會安排相
關人員往各大幼稚園、中小學校進行科普教育，知識宣傳等，然而作為
海邊都市的香港，卻沒有相應的水上安全指導，胡啟榮表示很不理解：
「其實我們可以做得更多，每一年在沙灘遇溺的兒童不少，其實可以反
省一下是否存在這方面的缺失和隱患。」
他對此建議道：「去學校講解一些水上活動的安全，以及要告誡家長

們要注意小朋友的水上安全，並且教會小朋友尊重救生員的勸誡。其實
如果不將救生員的地位提升，就沒有人會尊重救生員，變相就是對我們
的勸誡沒有警惕性。」

聆
聽欠缺兒童水上安全指導教育

◆救援多需要團隊合作，但現時救生員並沒有溝通的相關課程和評
估。 受訪者供圖

◆水上急救中的脊椎板
需要救生員合作使用。

◆救生員必須熟習使用各種急救器材，這亦
是考核內容。

◆基礎的施救工作一般在急救站內完成。

◆急救站裏有基本的搶救物資。

◆胡啟榮表示救
生員考核方式繁
瑣，卻沒有好的
晉升機會。

◆沙灘重開人潮洶湧，胡啟榮擔憂救生員人手不足。 資料圖片

◆救生員施救現場。 受訪者供圖

業界冀政府改革制度 吸引青年入行
拯溺員短缺 水上活動旺季來臨 危機處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