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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客 鄭亞鴻

網絡博彩借屍還魂？ 華為讓美國再次尷尬
小馬科斯總統週一在他

的第三次國情咨文結束前，
宣佈即日起全面禁止菲離岸
博彩營運商（POGO），現
場參眾議院起身鼓掌，社交
媒體上一片歡呼聲。

但小馬的禁令是否真的
能一夜之間解決網絡博彩多年來給菲律濱帶
來的諸多負面影響，讓人產生懷疑。首先，
博彩監管機構菲娛樂博彩公司（PAGCOR）
去年7月已經做好POGO被關閉後的B計劃，
就是換湯不換藥地推出新的牌照，稱之為網
絡博彩許可證（IGL）。

據媒體報道，在一份日期為2023年7月
10日的備忘錄中，菲娛樂博彩公司表示，其
董事會批准了新規則，將管理IGL的發放及
其運營。

更嚴格的規定，更高的資本，並要求所
有現有的互聯網博彩運營商和服務提供商從
2023年7月17日開始重新申請新的許可證。

菲娛樂博彩公司還有一項規定，禁止被
許可人在運營場所進行除網絡博彩以外的活
動，以及禁止參與任何危害菲娛樂博彩公司
完整性的活動。

菲娛樂博彩公司的新網絡博彩許可條例
要求，除其他外，網絡博彩被許可人必須擁
有至少1億披索的授權資本，其中2500萬披
索是實收資本。

這比之前的資本要求要高，之前只有
1500萬披索，實收資本300萬披索。

這些許可證有效期為兩年，並且是針對
具體地點的。這意味著禁止在指定的地址之
外營業。

每個營運場地的最大建築面積不得超過
2.5萬平方米。

新規還將網絡博彩許可證定義為允許運
營商提供或開展網絡博彩產品的企業對消費
者許可證。

這些博彩產品僅限於直播電子賭博、在
線隨機數字生成器（RNG）賭博和在線體育

博彩。
每個持牌人的最低保證費用為每月10萬

美元。
另一方面，新規則將博彩內容/支持提

供商定義為企業對企業授權，向菲娛樂博彩
公司被許可方提供或實施與在線博彩產品相
關的內容或支持服務。

博彩內容提供商通過互聯網提供或管
理來自現場工作室或現場博彩場所的授權博
彩內容，而支持提供商則包括客戶服務、營
銷、客戶註冊、支付解決方案、辦公室租賃
和其他支持服務。

看完這些讓人意識到，這是博彩借屍還
魂的手段，換個殼繼續營業。而且就在小馬
宣佈禁止POGO後，一直大力捍衛網絡博彩
的眾議員喬伊·薩西沓（Joey Salceda）立即發
表聲明，稱POGO已經被宣佈為非法，但不
能影響合法的IGL，因為兩者是不同的。

筆者從菲娛樂博彩公司網站下載的最
新IGL名單（2024年7月14日公佈），裡面共
有38家持正式牌照公司和7家持臨時牌照公
司，而這些IGL公司跟現有的部分網絡博彩
公司（POGO）是一樣的，而且現有的持牌
POGO只有32家，而新的IGL公司增加到45
家！

難怪在小馬宣佈禁止博彩後，網上隨即
傳出多家博彩公司囂張地聲稱禁令對他們沒
影響，因為禁的是POGO，與IGL無關。

在坊間一片質疑之聲中，大家都在等待
政府進一步說明禁令的範圍是否包括IGL。
同時也有人擔心，原有的網絡博彩員工中，
許多是回不了中國的通緝犯，他們若失業
了，是否會鋌而走險，加入博彩綁架集團或
者從事其他犯罪活動？

政府要禁止博彩，就應該禁得徹底，學
柬埔寨或緬甸，整個園區或公司包圍起來，
裡面的人無論有沒有正規手續，全數遣送回
中國並列入黑名單，防止他們在菲為了生存
而為非作歹。

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近 日 ， 美 國 國 防 部 向
國會「攤牌」，表示在實際
工作中無法避免與中國華為
開展合作，因此請求對華為
進行「豁免」。五角大樓官
員在申請豁免時稱，如果
禁令再持續下去，可能會

因此「危及美國國家安全」。這並非危言
聳聽，在世界上許多地方，美國的軍事人
員必須依靠華為的網絡才能完成他們的工
作。

當初美國禁止華為、制裁華為也是以
「危及美國國家安全」為理由。《2019財
年國防授權法案》第889條規定，禁止美
國防部與任何使用華為設備的實體簽訂合
同。在軍事部門嚴防死守的同時，2019年5
月，美國商務部也將華為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列入管制「實體名單」，予以全面「制
裁」。2018年12月，美國甚至指使加拿大
逮捕軟禁華為執行董事任正非的女兒孟晚
舟。美國為了維持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
什麼手段都會使用。美國以為，自己一制
裁，華為就會屈服或者直接倒下。類似的
手段，美國就曾用以打擊過日本東芝公
司、德國西門子公司、法國阿爾斯通公司
等公司，它們都因此元氣大傷，被迫服從
美國。

然而，這次美國故技重施，卻沒能
打垮華為，反而激發出華為自主創新、自
立自強的鬥志。「美國刺殺華為的企圖適
得其反」，英國《經濟學人》都發文承
認：美國對華為公司的打壓已演變為全面
戰爭，華為雖然在美國猛烈的攻擊下受到
重創，但並沒有被打倒，反而再次蓬勃發

展。華為公佈的數據顯示，該公司2024年
一季度營收1784.5億元，同比增長36%；歸
母淨利潤約196.5億元，同比增長約564%。
通訊行業是華為大本營，也是核心能力。
面對美國打壓，它仍保持著全球最大的電
信服務提供商地位，佔據全球電信設備市
場總收入的近三分之一。也正是華為在全
球電信技術上的領先地位，導致美國國防
部很難找到替代方案。於是，他們又以
「危及美國國家安全」為理由，取消對華
為的禁令。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這就是
美國政客玩弄的伎倆。

美國圍追堵截中國科技進步，結果卻
讓自己處於尷尬情景，已經不是第一次，
類似的事情近期還發生在航空航天領域。
2011年由眾議員弗蘭克·沃爾夫提出的「沃
爾夫條款」，明令禁止NASA（美國國家航
空航天局）以任何形式或方式與中國進行
雙邊合作，禁止NASA在其相關設施中接待
中國官方訪客，除非這種合作得到美國國
會和聯邦調查局的批准。正因這一條款，
NASA雖然「眼饞」嫦娥六號探月任務取得
的月背月壤，但沒能受到中國直接邀請參
與研究月壤。

美國近年來一直試圖阻止中國技術
進步，但最終適得其反。近日，彭博社刊
發評論文章，認為如果沒有美國的阻撓，
如果中國技術發展沒有面臨如此艱難的環
境，中國政府和企業就不會如此奮力向
前，並取得如此巨大的進步。美國政客顯
然誤判了形勢，最終自作自受，搬起石頭
砸自己的腳，如果一意孤行，相信讓他們
尷尬的事還將發生。

（2024年7月20日）

香港仔

賦予關愛隊的責任要適中
關 愛 隊 成 立 後 ， 在 社

區治理中發揮了救急扶危和
服務基層的重要作用，社署
有見及此，有意將今年3月
起在荃灣和南區試行、為期
12個月的「支援長者及照顧
者先導計劃」，進一步擴展

至全港。不過，各支關愛小隊是否具備足
夠的社工和醫護等各類專業技能，會否與
現行家居照顧的輪候服務造成架床疊屋，
造成行政混亂和資源浪費等問題，當局都
需要作出妥善的安排和支援，確保賦予關
愛隊的責任適中，在日常運作中無後顧之
憂。

眾所周知，香港人口正加速老化，社
區內「以老護老」、「以老護殘」的現象
普遍，近年更是相繼發生多宗照顧者壓力
爆煲引發的家庭倫常慘劇。政府今年試行
先導計劃，旨在利用關愛隊經常深入社區
的優勢，協助有關方面「補漏」，及時支
援隱蔽個案，這無疑是項德政，但過程中
不少服務項目其實已遠超「業餘」水平，
當局需要釐清關愛隊的職能定位和責任歸
屬。

事實上，現時65歲或以上長者人口近
170萬，佔整體人口約22%，但由政府資

助的安老院舍宿位和日間長者家居照顧服
務長期不足，因而社區內有大量長者輪候
統一評估機制、在中央輪候冊排隊輪候長
者家居照顧，或經由資助私營機構和社會
企業協助照顧長者的需要進行配對。關愛
隊的介入，會否對本已異常稀缺的資源造
成浪費，以及在評估和輪候冊排隊時出現
「打尖」等混亂，是當局必須認真處理的
工作之一。

另一方面，正如議員多次在立法會相
關委員會上關注，當局給予關愛隊各類專
業培訓是否足夠，規定的專業資格和責任
是否清楚等問題。但凡有照顧過年長人士
都清楚，長者精神和身體狀況十分複雜，
有的甚至可以用「異常脆弱」形容。當局
最初設立關愛隊時指出，成員主要是來自
熱心的義工。然而，不論是紓緩照顧者或
長者的精神壓力和身體護理等方面，很多
都屬於專業的範疇。關愛隊的成員是否有
足夠的專業技能呢？過程若是發生不幸事
故，該承擔多大責任？

被家屬責怪時該怎麼處理？這些都不
是僅憑一腔熱情就能解決。政府原先設定
先導計劃要試行12個月，現在僅過了3個多
月便有意推展至全港，希望這些問題都已
有充分妥善的解決方案。

靈子

迎深化改革機遇 
拓港發展空間

備 受 關 注 的 第 二 十 屆
三中全會上週閉幕，中共中
央在會後舉行新聞發佈會，
就《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
代化的決定》（簡稱﹕《決
定 》 ） 作 出 全 面 介 紹 和 解

讀，除公佈多項全面深化改革舉措外，還披
露了許多支持民企改革發展，以及推動新質
生產力發展的舉措。

筆者認為，《決定》部署的各項深化
改革措施不僅有利於內地民企發展，更為香
港未來發展帶來更多新機遇，港府宜好好把
握，領會和落實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項
措施，發揮香港所長，在融入國家發展規劃
的同時，推動本地經濟和社會升級轉型，創
造新的發展動力。

據當局公佈顯示，《決定》堅持把高
質量發展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的首要任務，並提出300多項改革舉措，全
方位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生態、民生、
國家安全體制等14個大範疇，反映出中央推
動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而香港在新
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必定將獲得巨
大發展機遇。

因此現在就需要認真研讀、領會及部
署落實《決定》內的改革精神，為未來對接
國家的發展規劃打好基礎。

事實上，從《決定》的安排部署可以

看出，中央有意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發展，除
釋出國企和民企發展同樣重要的信號外，還
表明會支援民企牽頭承擔國家重大技術發展
項目，以及為民營經濟發展營造更良好環境
和提供更多機會。

這些跡象都反映出，在面對國際不明
朗因素及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的外部環境下，
中央對民企寄以厚望，希望通過民企發揮研
發創意和生產活力，突破被歐美卡脖子的關
鍵技術，帶動高質量產業發展。針對這方
面，香港除了可積極與內地民企合作，發
展創科產業外，更可發揮「一國兩制」的優
勢，成為內地民企與國際市場的「超級聯繫
人」，還可進一步深化金融、法律等服務，
成為民企「走出去」和外國企業「走進來」
的關鍵聯絡人，成為各國企業的「超級增值
人」，為國家更高水平開放貢獻更大的香港
力量。

要知道，現時民營企業對內地經濟發
展起到舉足輕重作用，其中民企對GDP的貢
獻已經超過了60%。

因此，中央支持民企深化改革不但能
推動內地科研發展及創造更多工作機會，亦
能吸引民企和外企的投資活動。香港要積極
地參與民企深化改革進程，充當民企深化改
革及「走出去」的試驗田，並將支援民企和
大灣區發展相融合，優化並推動本地經濟產
業升級轉型，為未來社會和經濟進一步發展
找到新立足點。

蘇麗莎

下流老人
教友A年事已高，膝下

雖有一雙子女，但子女經濟
情況拮据，何況各有家庭，
有子女需要撫養，因此也沒
有多餘的錢可以供養母親，
A只能依靠每月微薄的老年
年金度日，生活是艱辛的。

B的兒子生意失敗，留下一大筆債，還
向地下錢莊借貸而被吹催逼還債，在走逃
無路的情況下只能向母親要求出售祖屋，
幫他還債，愛子心切的B無奈地答應兒子的
哀求，於是乎，B成為無殼的老人，只能租
屋而居，由於自己的儲蓄不多，既要付房
租，加上每日固定開支，在不富裕的環境
下勉強糊口度日。

C年老多病，子女無暇照顧，把他送至

公家安養中心，該安養中心設備不佳，C只
能待在簡陋的公家安養中心，渡過孤獨和
寂寞的晚年生活。

看到報導說，日本社會學者藤田孝典
曾於其2015年的著作中提到「下流老」人這
個名詞，指的是在社會底層過著中下階層
生活的老人，以上A、B與C的生活狀況就
是典型下流老人的模式，下流老人的出現
對社會造成的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他們
可能得面臨生活困難，健康與孤獨等方面
的問題。

為因應下流老人問題，政府應採用
一些必要措施，例如擴大社會保障覆蓋範
圍。

然而，這些措施效果有效，下流老人
問題仍需要予以進一步解決。

蔡志龍

搖動的夏天
「長夏村墟風日清，簷

牙燕雀已生成。蝶衣曬粉花
枝舞，蛛網添絲屋角晴。」
讀著宋代張耒的詩句，心生
無限感慨。不知不覺間，長
夏又到了。暑氣似乎無處可
逃 ， 趕 緊 翻 出 去 年 的 老 蒲

扇，輕輕搖動，清風徐來。兒時的記憶也隨
風而至，依然親切而溫馨。

那時沒有電扇，避暑全靠蒲扇。蒲扇
是蒲葵葉做的，寬大輕便，一塊錢一把。
會過日子的婆姨們，用針線布條把蒲扇邊縫
好，又美觀又不扎手，能用好多年。蒲扇用
久了，扇柄處光滑可鑒，色澤深灰，古樸的
像個古董。條件稍好的人家人手一把。遇到
夥伴來借扇，這時就念著兒歌：「扇子扇清
風，時時在手中。有人來借扇，不是我不
肯，天氣熱的很。」夥伴也只好作罷。那會
兒電視劇《濟公》正火爆上演，游本昌飾演
的濟公，拿把破蒲扇的形象詼諧幽默，頗為
逗人。我也想學濟公，於是把母親買的一把
新蒲扇撕得破爛不堪。邊唱著：「鞋兒破，
帽兒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
一把扇兒破。南無阿彌陀佛……」一邊靦肚
挺胸，惹得夥伴們跟在後面大笑不止。母親
不知聽誰說，趕過來，痛惜蒲扇之餘，一頓
「竹筍炒肉」。至今想來，仍覺搞笑。同學
之間，忽然流行起折扇。當然買不起，只有
自己動手做一個。找張硬紙，折成十數折，
用線繫緊，上面寫個「王」字，便自覺「王
者無敵」了。上課時，輕輕晃動幾下。老師
可能也覺得熱，隨我們折騰。

白 天 ， 太 陽 熱 辣 辣 的 ， 照 得 人 眼 發
花，知了有氣無力地嘶叫著。莊戶人照樣得
下田下地除草。他們知道，有草無苗，有苗
無草，似乎沒有調和的餘地。背心濕了又
干，擦汗的毛巾能擰出水來。漢子們找一樹

蔭處歇涼，蒲扇搖起來。沒有蒲扇的，用草
帽扇幾下。彼此間抽抽煙，喝口罐頭瓶裡裝
的井水，侃侃種莊稼的體會。時光清涼，日
子比樹葉還長。

到了晚上，呼呼地喝下幾碗稀粥，大
人小孩忙著把竹床草蓆等搬出去佔位子，村
口的樟樹下是老地方。老樟樹氣味芳香，又
能驅蚊。村口一口大塘，荷葉青青，送來淡
淡荷香。大人們點起艾把，濃煙繚繞。可是
蚊子還是不放過小孩們。於是，蒲扇辟裡啪
啪，響成一片。人們躺的躺，坐的坐，邊搖
蒲扇，邊談笑風生。誰家的豬生了九個崽，
誰家的媳婦害肚了，聊的都是些家常話。我
們愛聽周奶奶講故事。周奶奶人隨和，喜歡
小孩。她搖著蒲扇，指著天上的銀河，給我
們講牛郎織女的故事。敬佩的是老牛的機智
和犧牲精神，憤恨的是王母娘娘蠻不講理，
破壞人家好事。周爺爺喜歡捉弄小孩，總冷
不丁地用蒲扇拍打我們的屁股，打趣道：
「好大的一隻蚊子。」我們半信半疑，周爺
爺卻哈哈大笑。

這時，稻場上，田埂邊，螢光點點，
把立夏的晚上裝扮出無限生趣。「小小螢火
蟲，飛到東飛到西，這邊亮那邊亮，好像許
多小燈籠。」不知誰唱起了童謠。我們這
一幫臭小子們，像發現了新大陸。手裡拿著
蒲扇，一下一下，撲下只只流螢，裝進玻璃
瓶中，瓶口罩著紗布。螢火蟲一閃一閃，漂
亮極了。夜深了，我們也鬧夠了，乏了，把
螢火蟲放進蚊帳內。媽媽則輕輕搖動蒲扇，
蒲扇時快時慢，慢慢地進入了夢鄉。夢裡，
螢火蟲飄舞紛飛。夢裡，媽媽搖動蒲扇，身
影綽綽。夢裡，有媽媽蒲扇輕拍蚊子的辟啪
之聲。兒時的夏天，是蒲扇的夏天。蒲扇輕
搖，搖走了酷暑和蚊蠅，搖走了童年的快樂
時光，卻怎麼搖不走靈魂深處故鄉的馥郁風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