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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好訓練的一天，是廣東龍

舟水時節難得的一個大晴天。

時間將至，媽媽們騎着電動車

來到了東江邊上的訓練基地，

戴上色彩繽紛的防曬花帽，開心地和隊友

們打招呼、聊天。

如今，更多年輕的身影也加入「媽媽龍

舟隊」中。

「90 後」何廣群是一名遠近聞名的鼓

手。她不但是2019年代表東莞沙田奪得美

國哈特福德市龍舟賽冠軍的一員，也是

2023年粵港澳龍舟賽冠軍隊的鼓手。

從外地嫁到沙田後，她被這裏濃厚的龍舟

文化吸引，積極參與其中，也為龍舟隊帶來

了新的活力。「誰說女子不如男，我覺得

『媽媽龍舟隊』充滿了力量！」何廣群說。

水鄉沙田的同舟共濟、團結拚搏、力爭

上游、奮勇爭先的龍舟精神和深厚的龍舟

文化，也吸引了愈來愈多的年輕人加入其

中。龍舟俱樂部、龍舟進課堂、龍舟文創

等文化元素在東莞遍地開花。

將龍舟精神傳承下去，成為媽媽們新的目

標。

「我年輕時的目標是為沙田、為國家爭

光，現在的目標是把龍舟精神傳給年輕一

代。」馮麗娟說。

訓練間隙，媽媽們將龍舟停在橋洞下乘涼休

息。有人切開了西瓜分給大家，有人聊着天不時

大笑，有人用鄉音唱起「船歌」……「划到划不

動為止」，當被問到打算划到什麼時候，這些媽

媽隊員們不約而同地給出同樣的答案。

「遙遙晚空，點點星光，息息相關，你我哪怕

荊棘鋪滿路」……緩緩流動的東江水面上，傳來

溫柔又昂揚的合唱，「媽媽龍舟隊」的故事生生

不息。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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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龍舟隊」
隊員在河面上進行
訓練。 資料圖片

▲1999年，沙田女子
龍舟隊出征英國。

網上圖片

媽媽龍舟隊媽媽龍舟隊從田間地頭走向世界從田間地頭走向世界
年齡最大62歲最小28歲 東莞水鄉沙田的故事生生不息

「頒獎時聽到『中國』，高興得都說不出
話。」儘管已經過去二十餘年，但馮麗娟

依然熱淚盈眶。一張泛黃的老照片，陳列在東莞市
沙田鎮文化藝術中心嶺南民文化館內。它拍攝於
1999年，當時，沙田女子龍舟隊代表國家出征英
國，參加第三屆世界龍舟錦標賽，並奪得了女子
250米、500米、1,000米三項賽事的金牌。

依水而生 自小熱愛龍舟
54歲的馮麗娟是「媽媽龍舟隊」的核心成員，也

是資歷最深的隊員之一。一直與河涌農田打交道的
她，沒想過自己有一天能夠走出國門，甚至為國家
捧回冠軍獎盃。
沙田鎮有17個村，這裏的村民多數是以船為家、
依水而生的家人後代。如今，他們都已經在岸上
生活，但不變的是對水的親近與良好的水性。
1996年，沙田鎮政府打破女子不能划龍舟的陳規
舊俗，成立了女子龍舟隊。得知消息後馮麗娟立刻
報了名。
「我好中意划龍舟的！」馮麗娟說，從小在水鄉

長大的她，看見村民在河涌划龍舟、聽到龍舟鼓
聲，都興奮地衝到岸邊去看。自己被選拔進龍舟隊
後，第一次訓練完都捨不得上岸。「划到人家說下
班了，還繼續划。」

為國爭光 多辛苦都堅持
1999年，沙田女子龍舟隊代表中國參加了在英國
舉辦的第三屆世界龍舟錦標賽。
為了備戰，隊員們進行了更專業和艱苦的訓練。

暴曬的太陽、沉重的木槳、高強度的封閉訓練……
「回去累到脫衣服都沒力氣，但是可以為國爭光，
多辛苦我們都能堅持下來。」馮麗娟說。
最終，沙田女子龍舟隊力壓群芳，一舉奪得女子
龍舟三項賽事的全部金牌。2019年，沙田鎮受邀參
加美國哈特福德市舉辦的濱江龍舟賽，近50歲的
馮麗娟再次披掛上陣，奪得男女混合組國際標準龍
舟500米的比賽冠軍，更是打破了該項目20屆以來

的競賽紀錄。
「划龍舟令我好開心，身體又健康。」回憶起兩

次奪冠，馮麗娟眼裏閃着光，對龍舟的熱愛，在她
身上盡數體現。

「找到人生的另一條路」
女子龍舟隊的隊員都做了媽媽，因此也被當地人親

切地稱為「媽媽龍舟隊」。她們中年齡最大的62
歲，最小的28歲。平日裏，她們或忙於勞作，或細
心呵護家庭，是各行各業的辛勤勞動者。但一到端午
節前後，她們便紛紛拿起船槳，伴着激昂的鼓點聲，
拚盡全力做自己，為熱愛，也為榮譽和夢想拚搏。
對今年38歲的郭豔婷來說，龍舟更多的意義是

讓她撥開迷霧，找到人生的另一條路。
2018年的郭豔婷一度處於人生的低谷期，工作不

順，不知何去何從。當時她的媽媽，一位老龍舟隊
員，鼓勵她加入龍舟隊，備戰 2019 年美國的比
賽。
「當時挺徬徨的，因為我不知道選擇划龍舟對不

對。但是想了很久，我還是跟老闆說，想趁年輕出

去闖一闖。」備戰比賽很辛苦，郭豔婷辭去工作，
全身心投入到龍舟上。
剛開始不會划，手打到船體流血，腰痛、肩周

炎、拉傷等也都是家常便飯。參賽選拔環節，郭豔
婷還面臨體重超標的問題。6小時訓練之外為自己
加訓，每天早起跑步，控制飲食……「對於我來
說，減體重真的很困難，晚飯也要控制，跑步兩個
月也瘦不了幾斤。」
然而，龍舟不會辜負為之努力的人。在選拔賽上，

郭豔婷以優異的成績成功入選出征隊伍，參加了美國
的濱江龍舟賽。接觸龍舟這六年，她成為獲得許多獎
牌的優秀槳手。2021年，她經過層層選拔成為廣東
省龍舟隊的隊員，全力備戰2025年的全運會。
巾幗不讓鬚眉的郭豔婷，從拿起槳的那一刻起，

便是乘風破浪的勇士。
「划龍舟雖然累，但對我的人生有了更大的改

變。」郭豔婷說，划龍舟對意志的磨礪讓她如今
無懼生活中的困難，「回到生活中有什麼困難，
就像划龍舟一樣頂頂就過了。現在想做的每一件
事我都很堅定，不會思前想後。」

她們她們，，來自中國龍舟之鄉東莞市沙田來自中國龍舟之鄉東莞市沙田

鎮鎮，，被大家親切地稱為被大家親切地稱為「「媽媽龍舟隊媽媽龍舟隊」。」。

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中，，她們有着不同的角色她們有着不同的角色——清清

潔工人潔工人、、菜檔檔主菜檔檔主、、咖啡師咖啡師、、全職媽媽等全職媽媽等

等等。。然而然而，，一旦踏上龍舟一旦踏上龍舟，，她們立即她們立即「「變變

身身」，」，鼓手一鼓作氣鼓手一鼓作氣，，舵手沉穩堅定舵手沉穩堅定，，槳槳

手奮勇擊槳手奮勇擊槳，，像風一樣自由飛馳在水面像風一樣自由飛馳在水面

上上，，劈波斬浪劈波斬浪，，展現出別樣的風采展現出別樣的風采。。這些這些

年年，，她們從田間地頭划向世界賽場她們從田間地頭划向世界賽場，，用同用同

舟共濟舟共濟、、拚搏奮進的龍舟精神拚搏奮進的龍舟精神，，划出了屬划出了屬

於自己的天地於自己的天地，，也划出了對生活的熱愛與也划出了對生活的熱愛與

執着執着。。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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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展望 發展新台階」國安法律

論壇日前在港舉行。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

主任鄭雁雄指， 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

家安全條例》、中央駐港國家安全公署與

香港特區國家安全委員會形成的「雙法雙

機制」，進一步築牢香港法治基石；鄭雁

雄強調，落實「雙法雙機制」重在法律實

效、威懾作用。昨日，律政司司長林定國

在社交平台發帖指，早前與香港中學校長

會就維護國安條例及國家安全教育等議題

作交流，提出國安教育的三大目標。落實

「雙法雙機制」既要嚴格依法執法司法，

懲治一切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彰顯社會

正義正氣；亦要增強社會各界嚴格遵守國

安法律的意識和素養，防患於未然。執法

和普法充分兼顧，就能更全面有力保障國

家安全，確保香港高質量發展、市民安居

樂業。

「雙法雙機制」是一套有效管用的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就是要確保一

切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和行為得到有力

懲治，確保一切非罪行為得到法律的有

力保護。「雙法」始終堅持尊重和保障

人權，「雙機制」則是嚴格依據「雙

法」運行。兩部法律規定的全部罪行，

與香港普通法是高度兼容，保障了法律

實施的暢順、高效、有序。正如鄭雁雄

指出，「雙法雙機制」的落地實施，標

誌着法治香港步入體系完善、效能可靠

的新階段，進一步擦亮了香港法治的金

字招牌。

但也要看到，香港面對的國安風險千

變萬化，國安形勢複雜嚴峻，必須要進

一步發揮好「雙法雙機制」的制度優勢

和法治效用，從執法、司法等方面進一

步完善具體的制度和機制，做到兼容互

補，實現有效銜接，互聯互動，突出法

律實效，嚴格依法執法司法，體現法律

的尊嚴和實際效果，令香港全面構築維

護安全穩定、促進由治及興的制度保

障，更有效懲治、阻嚇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和活動。

國安才能港安，國安才能家安。2019

年修例風波期間，打砸搶燒、人人自危，

受害最大、最深的是香港的根本利益和廣

大市民的切身利益，市民上班、上學、購

物、旅行的自由都得不到保障，沒有國家

安全哪來的人權、哪來的自由？在「雙法

雙機制」的護航下，香港恢復了來之不易

的法治穩定，市民更珍惜愛護今天的良好

局面，更要在全社會加強對國安法律的學

習宣傳教育，不斷增強全社會維護國家安

全的意識。特別是要着力在青少年中加強

國家安全教育，從小培養他們的國安意識

和國安法律素養，扣好國家安全教育的

「第一粒扣子」。

政府、學界和社會各界應攜手合作，

透過春風化雨、潛移默化的方式，不僅

要教育青少年認識國安法律的條文，更

要引導他們明白落實國安法律、維護國

家安全與個人利益息息相關，對青少年

前途和香港未來有重大深遠影響，更深

刻意識到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人人

盡責，自覺遵守、尊重國安法律，增強

國民身份認同，為「一國兩制」實踐行

穩致遠營造更有利的社會環境。

執法普法兼顧 保國安促發展
本港餐飲業出現大洗牌，正當部分傳統名店紛

打退堂鼓之際，有內地餐飲集團投資 5,000 萬

元，首度進駐本港市場，盼打造國宴級餐飲體

驗。內地餐飲品牌看好本港市場潛力，大手投

資、強勢「插旗」，並眼長遠、期望借本港市

場打響名堂後走向世界，證明香港營商優勢突

出，確是幹事追夢好地方。內地餐飲過江龍帶來

經營新思維，敢於以高投資爭取高回報，同時不

斷發掘新食材、創作新點子、帶給顧客新驚喜，

並以獎賞員工帶起優質服務，啟示本港餐飲服務

業乃至各行各業，只要求新求變，就能打拚出未

來新機遇。

本港部分餐飲老店抱怨租金貴、人工高、市場

低迷，無奈退出市場；但另一邊廂，近期接連有

內地餐飲品牌進軍本港，如5月有經營寧波菜的內

地酒店管理公司在灣仔開逾2萬呎餐廳，提供豪華

包房、專業葡萄酒及茶藝、視唱設備，提供中西

融合、甬粵相容的菜餚；主打海南美食的內地連

鎖火鍋店5月底在旺角首開門店；提供川渝美食的

內地餐飲連鎖品牌亦5月初在黃埔開設門店。

最近，在內地擁有近70多家分店的飲食集團更

斥資5,000萬元落戶上環，主打高端路線，未正

式對外營業的試業期間，13間房幾乎天天爆滿。

該店集團負責人表示，看好香港餐飲前景，香港
背靠內地、聯通世界，仍是富人和企業家的集中

地，只要出品優質、服務貼心，即使每餐埋單數

千元，願意消費者仍大有人在。內地餐飲品牌看

好香港，反映香港營商環境和發展前景仍具吸引

力，是投資創富的寶地，東方之珠風采依然。

內地餐飲品牌企業更帶來新的經營思維。一是

胸有大計、把香港視為進軍國際市場的跳板，有

內地企業表明，集團「插旗」香港只是第一步，

未來大計是借香港國際都會的地位擦亮招牌，打

響品牌國際知名度，繼而進軍新加坡和日本；二

是敢以高投資來爭取高回報，有主打高端路線的

內地餐飲品牌管理者指，部分香港食肆老闆近年

只求「慳家」，又忽略創新，採購食材時一味貪

平，聘請人手時過分追求精簡人手，最終產品、

服務難言有保證，越做越小，最終難逃結業命

運，反而內地餐飲業過去十年不斷汰弱留強，競

爭異常激烈，企業經營者唯有不斷增加投資，不

斷與團隊鑽研新菜式、發掘新食材，令客人有新

驚喜、新體驗，經營、盈利形成良性循環；三是

獎勵待客周到的員工、提升服務質素，內地餐飲

品牌鼓勵員工做好優質服務，並表示未來3年至

5年會將旗下10多個餐飲品牌全部帶來香港，員

工看到前景，自然會加把勁用心做。

內地餐飲「過江龍」進軍香港，面對挑戰，本

港餐飲界唯有奮起直追、求新求變求存。有本港

青年把港人對檸檬茶的愛好變成生意，從內地引

入手打檸檬茶品牌，融入本地文化，成功建立新

一代檸檬茶文化，闖出新天地。本港餐飲界中西

文化交匯，優質服務有傳統有口碑，只要堅定信

心、敢於求新求變，乘着香港經濟再起飛大勢，

相信可再創更美好明天。

應該看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盛事之

都」，必然需要與之匹配的世界級水平餐飲，本

港餐飲求新求變、提供多元豐富選擇及優質服

務，必將強力助力香港「八大中心」建設。因

此，政府要主動為餐飲業排憂解難，包括為企業

做好服務、解決問題，如政府通過「補充勞工優

化計劃」，容許輸入初級廚師、食品加工工人等

工種人員，並且加快審批步伐，考慮擴建外勞宿

舍等。政府要多與業界溝通、確保政策支持到

位，力促本港餐飲、旅遊業蓬勃發展，為香港

「美食之都」再增色。

內地食府來港「插旗」求新求變機遇無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