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汕地區有㠥自己獨特
的民俗文化，許多外來工
駐紮多年，早已深深理解
當地的文化，融入當地社

會。在古巷鎮工作了10來年的覃春滑，說起對潮汕文化的
理解，信手指㠥桌上的茶杯便談了起來。
「潮汕功夫茶至少有三個茶杯。一般有客人來時，主人

必要讓給客人先喝，這體現了潮汕人的好客之情。此外，
桃園三結義，三個茶杯，又象徵潮汕人的『義』。」這番
理解，比不少本地人更為深刻。他眼中的潮汕人，便是有
情有義，肯幹能吃苦的。他高興地告訴記者，下個月，他
即將拉埋天窗，新娘正是潮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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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電線桿上同時有5、6個大小各異的廣

告板，原本寬敞的道路被琳琅滿目的招牌填

得滿滿當當，這些招牌都是衛浴瓷器的廣

告，只見一群四川籍工人在路邊忙碌地裝卸

瓷器上車⋯⋯這是去年6月6日廣東省群體性

事件發生地—潮州市古巷鎮鎮政府外的大

道，是事件中衝突最嚴重的街道。事隔一

年，記者再次走訪該鎮，了解到當地正通過

行業協會、非公有制工會、啟用外來工當村

官、民主選舉等管理方式，促進外來工融入

當地社會，並最大程度地化解社會矛盾，為

粵東農村實現社會管理創新提供重要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李望賢、戰宏

走入古巷，鎮政府旁邊，一個「中國衛生陶瓷第
一鎮」的雕塑，顯示㠥古巷鎮獨特的產業結

構。全鎮900多家工商企業中，有550家是陶瓷企
業，佔據中國衛生陶瓷30%的市場。據統計，古巷
鎮擁有當地戶籍人口6.6萬，外來人口有3萬多人，其
中四川籍外來工約佔三分一。從基層流水線到中層
管理者，隨處可見外來工的身影。

外貿出口增近5成
2011年6月1日，在潮州市潮安縣古巷鎮打工的熊

某等人到所工作的華意陶瓷廠討要拖欠的工資。期
間，熊某等人與工廠老闆蘇某發生爭執，熊某被對
方指使人員持刀砍傷，案發後潮州警方立即開展偵
查並於6月5日將蘇某等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獲。6
月6日晚，熊某同鄉約200多人到潮安縣古巷鎮鎮政
府門口聚集要求嚴懲兇手。期間有3輛汽車被砸壞、
1輛汽車被焚燬，公安機關隨後依法將9名參與打砸
燒人員帶離。
一年之後，這些為古巷鎮產業經濟擔大樑的外來

工，在做些什麼？古巷鎮的經濟受到事件衝擊嗎？
古巷鎮鎮委書記莊安平為記者答疑解惑。莊安平介
紹，2011年古巷全鎮實現工農業產值73億元（人民
幣，下同），工商稅收1.8億元，同期增長24%，外貿
出口總額9000萬美元，增加了49%。

川籍外來工增逾3成
不只是經濟數據的增長，古巷對於外來工的吸引

力不減反增令莊安平倍感欣慰。據當地政府統計，
如今川籍外來工人口較去年增加了35%。
記者了解到，長期以來，因為產業相對穩定、生

活成本低廉，古巷的外來工流動性相對珠三角低，
許多在這裡工作長達十多年，甚至與當地人結婚生
子，成為半個潮汕人。外地人與潮汕人的關係，並
非外人看來「水火不交融」。
四川中江縣民工朱朝榮，在古巷已經務工13年。

在他看來，去年的古巷事件演變成群體性衝突不應
該發生，自己也從不擔心會就此影響與本地人的關
係。「一家老小都在這裡居住，古巷的鄰里，早已
比老家的更為熟悉。而且平時大家跟老闆的關係都
很好。當時廠裡沒有一個人離開。」對朱朝榮來
說，作為一般務工人員，夫妻兩人的月薪加起來過
萬，生活算得上小康水平，已十分滿足。

昔日「外省仔」今被尊為「師」
同樣在古巷工作多年的重慶人覃春滑認為，能夠

得到當地人的尊重，平等溝通，是令外來工留下來
的重要因素。在古巷鎮，以前外來工都被隨口稱呼
「外省仔」，如今都被尊稱為「師傅」，這便是本地人
對外來工態度轉變的象徵。
覃春滑指，剛到古巷工作時，一般40歲以上的居

民都很少能講普通話，「現在我們董事長80歲的老
人都會普通話，雖然不好，我們都聽得懂。開會也
都是講普通話，這就是尊重。」

由外來工擔任的
「編外村官」成為古
巷創新的「重頭
戲」。據悉，該鎮在
楓二村和古二村聘
請了兩位「編外村
官」擔任村委會治
安調解副主任，協

助處理涉及外來務工人員的糾紛案件，架起外來
工和企業平等溝通的橋樑，覃春滑(圖左)就是古
二村的「編外村官」。
古二村村委黨支部書記陳定鵬(圖右)指出，

「以往的外來工糾紛，只有外來工、廠方以及村委
會三者，其中有兩者是本地人，如今加上編外村
官，外來工和本地人的比例就各佔一半，這起碼
令外來工的心裡也覺得平等一些。」覃春滑表
示，外來工和本地人的普通話往往帶㠥各自的方
言口音，難以溝通，自己則可以在中間進行翻
譯，由於自己也是外來工，外來工往往對自己也
比較信賴。
覃春滑指自己經常利用下班的時間，與外來工

吃宵夜，了解大家想法。上任近半年，碰到的真
正糾紛並不多，往往調解一下就解決了。

古巷事件後，古巷鎮在外來工管理及勞資糾
紛等方面採取了多項措施。古巷鎮鎮委書記莊
安平介紹，古巷正在努力實現流動人口與本地
群眾「同服務、同管理、同發展」理念，同
時，從流動人口登記、發揮村鎮信訪維穩工作
平台作用等五個方面，開展平安建設。
在古巷鎮的換屆選舉中，有5名外來工入選黨

代表及人大代表，與本地人一同參政議政。其
中兩名分別為古巷鎮黨代表和人大代表，兩名
為縣一級黨代表和人大代表，還有一名當選為
潮州市黨代表。
莊安平表示，目前該鎮還建設了一個覆蓋全

鎮主幹道、各村主要路口和人群密集場所的治
安視頻監控系統，加強治安動態監控，全鎮已

經安裝視頻監控點279個。這項新科技的應用彷
彿如「保護傘」，為全村帶來了更加安全祥和的
氣氛。同時成立治安基金會，動員企業出資支
持治安基金會建設，目前已籌集近500萬元。

行業協會成溝通平台
由於外來工數量日益擴大，潮安縣正在探索

建立勞務輸出地政府與勞務輸入地政府之間的
溝通協作新機制，作為「新潮安人」工程的一
部分。古巷鎮政府已經在與四川中江縣協商，
計劃成立四川中江縣駐古巷鎮的黨支部。
在古巷事件後，潮安縣各種類型的社會組織

正在迅速壯大，古巷當地也正在嘗試通過完善
社會組織，建立健全社會管理溝通機制。目前
全鎮已經組建非公有制黨組織20個，非公有制公
會167個，公會聯合會6個，非公有制團委會7
個。
此外，古巷當地的陶瓷行業協會也發揮了巨

大的作用。事件後行業協會也多方促使企業提
高外來工待遇，身兼古巷陶瓷協會秘書長的陳
定鵬說，「有些工人租房子比較困難，我們會
幫忙找。同時讓有實力的企業家，建宿舍大
樓，甚至組織旅遊、組織女性工人的身體檢查
等。協會也會提供一些勞資糾紛方面的法律援
助。」

同服務同管理同發展
平等理念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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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古巷群體事件周年 本報記者實地探訪

編按 過去30多年來，廣東走在改革開放的前沿，成為全國民工外出打工

的首選地，然而在經濟持續領跑全國的同時，因為風俗習慣、生存環境的差

異，外來工與本地人之間發生群體性摩擦、衝突的頻率近年明顯加快。隨㠥

改革進入深水區，廣東如何化解社會矛盾？本報為此推出廣東社改系列專題

報道，走訪曾發生群眾矛盾事件的粵東潮州古巷鎮、粵西雲浮市，窺探兩地

的社會管理改革成功經驗，以饗讀者。

創新政策
設「編外村官」

記者走訪了數個村鎮，發現
農村徵地、拆遷、村務財務管
理等引發的矛盾，正在成為農
村基層管理的主要問題。這也
是全國性的普遍問題。據悉，
今年來潮安縣7宗影響較大的集
體上訪均涉及土地問題。在這

方面的管理創新，也正成為潮安縣在社會管理創
新的重點領域。
潮安縣委書記林群(見圖)指出，粵東和珠三角

一樣，在改革開放初期，希望借船出海，借米下
鍋，靠土地資源吸引投資，而隨㠥經濟發展，土
地增值迅速，如果不能及時引導好民眾的想法，
很容易引發過激行為。他介紹，對於基層社會矛
盾的重點案件，潮安縣實行「一案一策」，並派出
相應工作組入村入戶，傾聽民意。
在潮安縣鳳塘鎮，當地採用對租地合同全面公

開，增選村民代表以及成立村務協管理協助小組
等方式，讓更多村民了解並參與土地、村財村務
的管理。

土地問題
成創新管理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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呷杯功夫茶　
體會潮汕情

而在黨支部書記陳定鵬眼中的外來
工，也是勤幹肯幹的代名詞，他們構成
本地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除了流水
線，企業中層管理有8成是外來人才。
很多新鮮的東西，像使用淘寶之類的網
絡平台，都是外來工帶來的，如果沒有
聘用外地高端人才，我們也只能死路一
條。大家都有好處，才有出路。」

本
地
人
：

外來人才多
勤幹又肯幹

深圳大學管理系教授馬敬仁
(見圖)認為，編外村官以及外
來工當選人大代表，能改變外來
工在當地管理中的無權狀態，有
利於提高外來工的歸屬感。
他指出，廣東發達城鎮吸引

大量外來人員，但他們的權益
得不到很好的保護，其公共服務和公共福利與本
地人也有所差距。而目前廣東一些城市開始鼓勵
外來務工的優秀分子參與當地的管理，融入到當
地的社會，讓外地人和本地人享受同樣的條件，
有利於打破過去由於戶籍制度分割引發的社會矛
盾。此外，也可以為當地的基層管理提供人才。
馬敬仁還指出，廣東社會管理改革最核心還需

賦權給基層的管理組織，發揮民間力量，包括社
團、行業組織、社會服務組織等。目前，廣東沿
海一些城市已經認識到社會組織的重要性，尤其
是行業協會。如古巷鎮陶瓷協會，勞務工可以尋
求協會的幫助，而不是直接面對黨政機關，對社
會管理而言，是減壓閥。

提升歸屬感
助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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