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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四千鞋廠被關遭抗議
溫嶺月前大火 當局查禁無消防牌企業

七成鞋廠致電無法聯繫
上月14日，溫嶺的大東鞋業發生

大火致16人死。這場火災引發了地
方政府針對鞋企安全隱患的整治風
暴。接下來的不到一個月時間，當
地關停鞋企4559家，關停出租私房
3805家，拆除違法違章及消防安全
隱患的建築26.26萬平方米。
溫嶺城北的唯康鞋廠負責人周麗
麗稱，大火以後自己的鞋廠就被劃
入整治範圍內。這場大整治大排查
中，主要方向在於有沒有營業執
照、消防設施是否合格，以及營業
場所的違章建築等。一份有83個溫
嶺鞋廠聯繫電話的單子，逐個撥通
電話，發現70%號碼不是無人接通
就是機主已停機。
溫嶺新聞網的介紹中，橫峰街道
是著名鞋鄉，不到16平方公里的轄
區內有3萬常住人口和10萬外來人
口。大部分都直接或間接地從事着
製鞋及相關工作。大量無證家庭作

坊隱藏在街道暗處，導致管理困
難，安全隱患頻生。

鞋企指頻密檢查影響生產
大東鞋業的火災後，溫嶺市召開

安全生產隱患大整治萬人誓師大
會，嚴打不符合規定的家庭小作
坊。溫嶺美佳鞋廠的負責人稱，從
上報街道到審批成功，流程走了一
個星期。「像我們這樣有執照的企
業，也被要求進行整治，多少拖了
訂單的進度。」「而且現在街道三
天兩頭就要來複查，也影響了企業
的正常生產。很多工人知道這裡形
勢不好，都不願意來，流失了不少
熟練工。」
事實上，當地政府希望通過這場

火災倒逼企業轉型升級，通過自動
化設備等的更新，達到「機器換
人」，提高產量。「政府的思路是
好的，但給我們過渡的時間太短
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撐到轉型升
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浙江溫嶺報道）素有「鞋都」
之稱的浙江台州市溫嶺，當地數千家鞋企正經歷着一場史無
前例的整治排查，因一個月前有鞋廠發生16人死亡的大火，
當局以加強消防安全為名，強制關停4千多家鞋企。日前，數
千名中小鞋企業主，圍在溫嶺市橫峰街道政府門口，抗議政
府的強制關停行動，至少已有48人被行政拘留。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俞晝 浙江溫嶺報
道）根據溫嶺市政府部
門統計，目前當地6000
多家鞋企中，80%以上
是小作坊，而且還有不少
無執照的家庭作坊式「三
合一」場所。而所謂
「三合一」場所，就是
員工住所、倉庫、生產
車間集中一處的場所。
溫嶺城北街道被稱為

「中國童鞋之鄉」，年
產達2.5億雙以上，產
值超過30億元。但由於
鞋業門檻比較低，一家
一戶幾台機器就可以開
張，導致該行業一直在
低小散的業態中徘徊。
電商時代，這些小作

坊通過仿製網絡熱門鞋
款，以低投入高流轉，
成為當地年輕一代或者
外來務工人員創業的新
模式。「租個農民房，
隨便豎塊牌子，再從當地
招幾個農閒的大媽，一
雙鞋給五塊錢她們就
做，速度快，收益
高。」一名不願透露姓
名的鞋企業主告訴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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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政府門口，抗議政府在「1．14」火災後，
強制關停鞋廠。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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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國務院農民工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
任、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
20日在北京表示，2013年中國外出農民工
月平均收入2609元，目前已經開始出現大
學生和農民工爭搶「飯碗」的現象。
楊志明表示，這十多年來農民工工資有
了較快增長。從區域的不平衡來看，大概
東部比中西部地區高10%。
今年內地不同省市從1月中旬開始，舉
辦大型的轉移就業「春風行動」招聘專
場，招聘服務對象主要是有轉移就業願

望的農村勞動者。不過近期在北京、武
漢和成都等大城市發現，過去主要面對
農民工的招聘專場，大學生求職者比例
不斷增大。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春風
行動專場，甚至有本科生出現。類似的
情況亦發生在武漢、上海等大城市農民
工市場頻頻出現。
對此，楊志明表示，農民工招聘會上出
現越來越多大學生身影的現象是有的，有
些緊缺的行業和崗位，大學生也參加進
來，但目前數量不大，對於農民工就業影
響不大，如果說有，也是互促互進。

大學生低薪求職搶農民工「飯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教育部基礎
教育一司副司長杜柯偉在20日舉行的發佈會上透露，中
國今年將有30個省份解決隨遷子女異地高考問題。
去年，內地12個省份組織實施了隨遷子女在當地參加
高考。今年，除西藏外，其餘18個內地省份也將開放異
地高考。但由於各省「門檻」高低差別較大，推進方式
和時間表不一，其中北京、上海、廣東的門檻最為「苛
刻」。

據了解，多數省份門檻條件以「學籍、社保、固定
住所」為主，具體情況有三種：一是學籍認定。有些
省份對考生提出1-3年高中學習經歷並獲得學籍；二是
戶籍、學籍雙重認定。以西部省份為主，防止「高考
移民」。三是隨遷資格、學籍雙重認定。北京對非戶
籍學生的教育年限和家長社保、職業年限分別作出了
3-6年的規定；上海和廣東將異地高考與居住證制度掛
鈎。

30省區可異地高考 僅剩西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
京報道）國務院農民工工作領導小
組辦公室主任、人力資源和社會保
障部副部長楊志明表示，2013年，
內地農民工總量達2.69億人，雖然
今後一個時期中國農民工總量供大
於求現象仍然存在，但就業和招工
「兩難」的矛盾突出。
針對破解「兩難」之策，人社部提
出今年將啟動「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
計劃」，培訓1000萬人次。到2020

年，使農民工都有機會接受一次政府
補貼性就業技能培訓，基本消除新成
長勞動力無技能從業現象。
其次，解決用工荒要引導企業轉型
升級，向產業鏈高端發展。同時，政
府應在稅收、融資等方面給予扶持和
幫助。此外，人社部還提出將扶持
「城歸」回鄉創業。楊志明表示，
「可把這些農民工返鄉創業稱作『城
歸』。」扶持「城歸」可促進勞動力
在東中西部之間的合理流動。

人社部扶持農民工回鄉創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忠成、張華）日
前被稱為中國首部「雲計算」的動畫電影
《昆塔傳奇》獲得「2013傑出成就獎」，
這一國際榮譽也將浙江杭州拱墅區的樂富

．智匯園再次推向世界。
樂富．智匯園作為杭州十大創意產業園之一，擁有華東

地區最大的攝影棚的浙江博采傳媒公司就位於其中，攝影
棚以荷里活專業標準搭建，可以滿足冰川、雪山等多種外
景內置的製作需要。
園區設計階段，樂富．智匯園堅持「文化創意產業園」

發展定位，注入了多種現代創意設計元素，使其成為具有
時尚活力的LOFT：高大開闊空間，雙層複式結構，處處
流露出強烈的藝術和文化氣息。
目前，樂富．智匯園園區內共有12幢適合中小型創意企

業發展的LOFT小樓及內地規模最大的室內攝影大棚，其
中8幢風格獨特的單體樓宇組成LOFT設計創意區塊。此
外，在高層主樓設有會務中心、展示中心、商務會所、創
意書吧、健身場館、員工餐廳、咖啡吧等，可為入駐企業
提供各類經營、學習、培訓、交流、會務、展示等全程互
動的創業平台。
截至目前，樂富．智匯園累計入駐企業160餘家，主要

涉及文化創意、工業設計創新等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
報道）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
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昨日在一報告會
指出，今年是內地經濟相對較困難
的一年，明年增速或有一定恢復，
到2016年才可能轉入上行軌道。在
經濟走勢略有下降的過程中，地方
債是須注意防範的主要風險。
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預

測，今年中國GDP增速將略降至
7.62%，全年CPI有望基本穩定在

2.82%左右。報告同時預測，本年
度央行仍將維持緊平衡的貨幣政
策，其中，二季度將實行相對寬鬆
的貨幣政策，下半年將轉向緊縮。
有調查顯示，超過63%的專家認為

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嚴重是中國當前宏
觀經濟運行面臨的巨大挑戰。同時，
超過6成的專家認為，着力防控債務
風險、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及大
力調整產業結構，將是2014年最值得
期待的三項經濟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
圳報道）深圳市委書記王榮昨日到
前海調研。據悉，前海今年將新開
工建設項目18個，包括續建工程將
有30個項目同時進行，計劃完成
40億元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目標。
據悉，截至上月底，前海入區企

業累計已達4500家。圍繞深圳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三化一平台」目

標，前海確立了2014年「萬、千、
百」的經濟指標：即「實現入區企
業超過10000家，服務業規模突破
1000億，跨境人民幣貸款突破500
億。」
今年前海計劃公開出讓12到15

宗產業用地，建築面積260萬平
米。其中有2宗以上土地，專門面
向香港本土企業出讓。

樂富．智匯園：創意創業相輔 孵化國際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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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內地GDP增速或續下探

前海今年賣地 至少兩宗專售港資

■運河天地．樂富·智匯園

■內地一
個「春風
行動」大
型招聘會
中，用工
單位工作
人員和應
聘者在招
聘現場交
流。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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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圖片

■小朋友在學粵語童謠。 網絡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羊城晚報》報道 珠海博愛幼稚園（為公
立）從這學期開始，將融入粵語教學。該園園長陳守紅在今年的
開學典禮上，用粵語向小朋友們問好。這是珠海首個開設粵語教
學的幼稚園，其他城市也不多見。
該幼園目前依然以普通話教學為主，粵語將通過其他有趣的方

式讓小朋友接觸。例如給小朋友播放粵語童謠和粵劇。「落雨
大，水浸街，阿哥擔柴上街賣。」播放粵語歌謠時，老師亦用粵
語為小朋友解釋。

支持：多學語言 擔憂：增加壓力
對此，持支持態度的家長比較多。一位家長認為，學習粵語除
了可以了解本土文化，更重要的是讓孩子掌握一項語言技能。無
論孩子今後在廣東生活還是出國，都有益處。
但也有家長擔憂，現在小孩既學普通話，又學英語，再學粵
語，是否成為一
種壓力。
中山大學教授

宋俊華認為，粵
語教學非常有必
要，他建議，學
校可以通過課外
活動或選修課的
方式來推廣粵
語，讓學生了解
粵語背後的文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