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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五月初一（5月29日），按慣例，這一天
是端午龍舟下水的日子。廣東各地河涌一片

繁忙，數千條龍船當日下河「試水」。和多數村莊
不一樣，荔灣區東塱村選擇在這一天正式划龍舟，
村民說，龍舟下水早意頭好。廣州剛剛下了三天的
大雨，珠江河水上漲，划龍舟召集人黃伯說，這不
僅利於行船，高位的河水也可沖淡污水。東塱河涌
上接花地河，往東500米就是珠江，是上游的生活
污水和周邊的工業廢水進入珠江的必經通道，連年
的污染令村民苦不堪言。

河水烏黑泛白沫
早上7點，黃伯早早來到河邊查

看。和往常一樣，緩慢流動的河水
烏黑一片，看不到盡頭，河面泛着大量的白色泡
沫，陣陣臭味襲來。「大雨都沖不走這些臭水，大
家今天要辛苦了。」黃伯嘀咕。
經過兩個小時的籌備，兩條龍船正式下水。烈日

暴曬下，河水愈發臭氣沖天。下水的龍舟手阿鍾
說，濁泥夾雜增加了河水的密度，划船時就像在稀
釋的泥漿中揮槳。村民紛紛來到河兩岸觀看龍舟，
臭味難當，不少人捏着鼻子，甚至有人戴口罩觀
賽。
村民在岸邊吶喊助威，選手們也就更加賣力。污

水沾滿手臂，浸透了褲腳。暫停期間，有人讓家屬
回家取袖套，有人則拿來了毛巾。「河水太髒了，
怕生病。」一位選手高喊。除了兩條龍舟，還有一
條垃圾清理船在旁邊游弋，選手們一邊划船，有村
民一邊在清理水下垃圾。
10點左右，珠江水倒灌，水位上漲，渾黃的江

水裹挾着水草和生活垃圾，龍舟手揮槳時，顯得格
外不自在。

亞運後污染速反彈
「附近的廣州鋼鐵廠搬走了，沒想到河涌還是這

麼髒。」一位村民告訴記者。4年前廣州亞運會前
後，廣州耗費數百億整治河涌，水質有了一定的改
善。亞運會結束後一年內，污染問題迅速反彈。
廣州天河區的車陂、棠下河涌由於位於人口密集

區，污染更為嚴重。在棠下河涌附近做汽修生意的
村民老王說，他的店面距離河涌不足50米，每天
都是在河水的惡臭中度過。「水又髒又臭，不敢報
名參加划龍舟，怕沾到水得皮膚病。」
30日中午，廣州氣溫高達35度。為了避免被髒
水污染，很多車陂村的龍舟手穿上了厚厚的「防護
服」。村民梁叔還特意加穿了一件雨衣，全身上下
僅露出臉和雙手。下午3點，龍舟賽結束，梁叔趕
緊回到家，濕衣服擰出的盡是烏黑的臭水。

端午已至端午已至，，廣東各地迎來扒龍舟高峰廣東各地迎來扒龍舟高峰。。記者在廣州走記者在廣州走

訪中發現訪中發現，，由於河涌污染嚴重由於河涌污染嚴重，，扒龍舟這一傳統習俗正扒龍舟這一傳統習俗正

逐漸變味逐漸變味。。為防髒水上身為防髒水上身，，龍舟手不得不全副武裝下龍舟手不得不全副武裝下

水水，，不少選手連稱未夠盡興不少選手連稱未夠盡興。。污濁的河水污濁的河水，，更令洗龍舟更令洗龍舟

水成為一種奢望水成為一種奢望。。在烈日的暴曬之下在烈日的暴曬之下，，河涌兩岸圍觀的河涌兩岸圍觀的

市民市民，，不得不捏着鼻子觀看龍舟比賽不得不捏着鼻子觀看龍舟比賽。。業內人士稱業內人士稱，，河河

涌污染問題日益侵蝕廣東的龍舟文化涌污染問題日益侵蝕廣東的龍舟文化，，龍舟人口減少龍舟人口減少，，

很多傳統習俗也將隨之消失很多傳統習俗也將隨之消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敖敏

輝輝、、 實習記者實習記者 陳牧洲陳牧洲

廣州報道廣州報道

■村民黃伯
說，污染的
河涌令不少
龍舟手有所
忌憚。
敖敏輝 攝

羊城賽龍舟羊城賽龍舟 臭河翻濁浪臭河翻濁浪
選手怕染病穿選手怕染病穿「「防護服防護服」」民眾捏鼻戴口罩觀賽民眾捏鼻戴口罩觀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實習記者 陳牧
洲 廣州報道）珠三角河涌污染對當地龍舟文化造
成影響，引起不少人的注意。目前，來自廣東本
地的年輕人特別是學生群體，對此進行了多次呼
籲，別讓污染折了龍船。
5月初，廣州荔灣區龍溪小學60多名學生兵分四

路，分別去到廣州的珠村、泮塘、車陂、龍溪和
佛山的鹽步、滘表、黃岐龍母廟7個村落，調查廣
佛兩市的龍船文化。其中，河涌污染問題給該傳
統文化造成的衝擊，是調查的重點之一。
最終，他們的調查形成了一個報告——《河涌

污染，「折」了廣佛龍船》。據悉，在對多條河
涌的走訪調查中，學生們普遍發現存在污染問
題。在廣州珠村，學生們則發現，水體污染嚴
重，已經滿足不了龍舟競渡的條件。「希望政府
能把河涌治理好，這樣大家不僅可以扒龍船，還
可以玩龍船水。」學生們在報告中說。
更多的大學生在關注河涌污染問題。在端午節

來臨之際，5名來自廣東本地的大學生在佛山一條

河涌旁宣傳保護水環境，並在預先備好的浴桶中
洗龍舟水。「按照習俗，洗龍舟水只能在室外天
然河水中，如果河涌都污染了，也許這項習俗就
真的要消失了。」其中一名大學生說，他們這是
在宣傳，也是在抗議。

■龍舟在烏黑的河水中划過，民眾在污染的河邊
觀看扒龍舟。 敖敏輝 攝

划龍舟尚且全副
武裝防污水，洗龍
舟水更成為奢望。
端午前後洗一次龍
舟水，是廣東各地
的習俗。自古以來
的說法是，在端午
節沾一下龍舟水，
一年均可防治皮膚
病、除瘟去疫、四
季平安。有村民告
訴記者，由於河水
污染嚴重，洗龍舟
水這一習俗，已經
多年不見。

佛山南海杏壇村
民老張告訴記者，
20多年前，村邊小
河水清見底，村民
甚至可以直接捧水飲用。如今，經濟發展
了，人口也多了，各種工業污水和生活廢水
直排河涌，別說洗衣服，洗腳都不行。「前
些年有村民在污染的河水中洗龍舟水，結果
多人身體不適入院。」老張說，之後，洗龍
舟水這一習俗就徹底斷了。

據廣州市環保局統計，亞運會大規模整治
河涌後3年，有超過4成河涌水質反彈，恢復
或超過治理前水平。據調查，廣州市50條主
要河涌中，只有大沙河、花地河等10條河涌
穩定達到功能區水質目標，超標的34條河
涌，超標項目主要是氨氮、總磷等有機污染
指標，呈現明顯的生活和農業面源污染特
徵。有村民指出，部分河涌水質達標，是以
犧牲其他河涌的水質換來的。東塱村村民介
紹，此前直排花地河的污水，
很多都流入了東塱河，致後者
水質污染加劇。

■記者 敖敏輝、
實習記者 陳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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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龍舟賽順利
舉行，清潔工在河中
徒手撈垃圾。

敖敏輝 攝

粽葉銅超標近百倍 可致腎衰竭

紀檢開通舉報渠道
狠剎公款送粽

香港文匯報訊 端午節來臨，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提前
下發通知，開通舉報渠道，強化監督檢查，嚴查頂風違
紀者，狠剎公款購買贈送粽子等節禮的不正之風。
據中新網報道，北京、天津、河北、吉林、黑龍

江、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陝西、重慶等
省市紛紛下發相關通知。
北京市紀委在節前對部分高檔商場和大型超市的銷售

記錄、發票進行了檢查，重點檢查公款購買粽子、公款
購買節禮等問題。同時，暢通舉報電話，北京紀檢監察
網開通「清廉過端午，紀檢監察機關在行動」監督舉報
窗口，加大受理群眾投訴舉報工作力度。
河北則嚴禁用公款購買和贈送粽子等各種形式的節

禮；嚴禁用公款購買或接受各種商業預付卡、購物
卡、消費券和電子禮品卡；嚴禁借節日之機突擊花錢
和濫發津貼、補貼、實物等。對頂風違紀者堅決實行
「零容忍」，快查快辦，一查到底，決不姑息，以營
造風清氣正的社會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白林淼 溫州報
道）內地目前競技水
平最高、影響最大的
龍舟賽事——中華龍
舟大賽昨日在溫州開
賽，今日（端午節）
還將舉行決賽。本次
大賽分職業組和大學
生組兩個組別，來自
各地的28支隊伍、640
名運動員參與角逐。
創辦於2011年的中華龍舟大賽是唯

一由中央電視台體育頻道直播的頂級
龍舟賽事，其旨在打造中國龍舟職業
聯賽，推廣和普及中國的龍舟運動。
本次大賽總獎金為80萬元。
據悉，「中國龍舟名城」溫州的

龍舟活動源遠流長，地域特色濃
厚，深受群眾鍾愛，千百年來一直
盛行於民間。該市的龍舟文化節從
2012年開始至今已舉辦3年，每年
端午前後都舉行民間划龍舟、龍舟
展示等豐富的民俗活動。

■目前競技水平最高、影響最大的龍舟賽事在溫州
開賽。 通訊員蘇巧將 攝

中華龍舟大賽今溫州決勝負
香港文匯報訊 又到端午粽葉飄香的季節。但是北
京近日發現市場上售賣的粽葉，兩款青色的鮮粽葉銅
含量嚴重超標，或是經工業加工「返青」。專家表示，
銅超標會導致急性腎功能衰竭。

包裝未有QS認證標識
據《新京報》報道，市場上售賣的粽葉主要有
真空包裝的鮮粽葉和普通乾粽葉，每包價格都很
便宜，只有幾元錢。而真空鮮粽葉的包裝更精緻
一些，顏色碧綠，看上去很誘人。而乾粽葉的包
裝則很簡易，顏色也偏暗黃。不過，這些粽葉包
裝都沒有QS（生產許可）認證標識。
記者隨機從菜市場、超市等地購買了2種鮮粽
葉、3種乾粽葉，請民間環保組織使用專業儀器，
測試這5種粽葉中的銅含量。結果顯示，「華鶴」
和「又一春」這2種真空包裝的鮮粽葉都檢出了含

量頗高的銅。參照食品標準，這2種粽葉超標33
倍和98倍多。
粽葉那麼「鮮綠」是怎麼回事呢？國際食品包
裝協會秘書長董金獅指出，一些商家為了讓粽子
和粽葉賣相好，往往會採取化學手段，在浸泡粽
葉時，加入硫酸銅、氯化銅等原料，讓已失去原
色澤的粽葉重新變綠，被稱為「返青粽葉」，
可能會附着含量較高的銅。如果使用的是
工業級的硫酸銅、氯化銅，除銅外，還
可能夾雜砷、鉛、汞等重金屬。包粽子
一旦用了這樣的粽葉，這些重金屬會
游離到粽子，人如果長期或大量食
用，可能引起銅中毒，出現腸胃
炎、皮膚紅腫、噁心嘔吐等症
狀，甚至導致腎臟功能衰
竭。

■銅含量較高
的兩種鮮粽葉
（左、中），
水煮後依然保
持青綠色。

網上圖片

■■河水污染嚴重河水污染嚴重，，龍舟在如龍舟在如
稀 釋 的 泥 漿 中 前 行稀 釋 的 泥 漿 中 前 行 。。

敖敏輝敖敏輝 攝攝

學生：別讓污染折了龍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