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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总统法令”对酒业的新规定

■ 香港:东瑞

近 日 ，在 全 球 著 名 旅
游点评网站猫途鹰的 2021
年评选中，巴厘岛脱颖而
出 ，获 得 了“ 旅 行 者 选 择
奖”中全球最受欢迎目的
地 第 一 名 。 看 了 这 条 消
息，我心中不禁赞道“不愧
是 我 心 心 念 念 的 巴 厘
岛”。待到疫情结束，我想
第一时间见到你。

进入防疫新常态一年
多的时间了，作为高度自
律的北京市民，我逐渐习
惯了居家煮饭，网上点映，
视频沟通……在这过程中
却也愈加发现，还有些事
情无法真正用“云方式”取
代，例如拥抱自然、体验文
化、感受情谊。

我去过的海外旅游目
的地并不算多，然而巴厘岛
去过五次。那里对于北京
人来说，曾经是一个说走就
走的存在，免签证、直航、

无时差，一切都是理所应
当。可当新冠疫情持续爆
发后，我才慢慢体会到“当
时只道是寻常”。一年多
来，当我想到疫情结束之后
最想去的海外城市时，竟然
不是那些我没有去过的地
方，而是去过五次的巴厘
岛。当巴厘岛被评为最受
欢迎目的地时，我就知道有
无数人和我一样，其中一定
包括大量的中国人。而巴
厘岛也一定十分想念曾经
热热闹闹的我们。

中国和印尼的交往源
远流长，古有丝绸之路将
双方紧密联系在一起，今
有 21 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将双方连成命运共同体。
疫情不但无法阻断两国感
情，反而让双方人民更加
期待再相见的一天，而这
一天应该不远了。

首 先 ，“ 见 面 ”是 热 爱
生活的两国人民的共同期
待。尽管疫情期间响应政

府号召居家防疫，但是我
们心里都期待着走出去拥
抱自然，拥抱朋友。正如
印尼旅游部长乌诺在给中
国人民的春节祝词中所说

“尽管我们暂时不能见面，
但 请 不 要 忘 记 旅 行 的 梦
想”。根据印尼旅游部的
统计，2019 年，印尼接待中
国 大 陆 游 客 207.2 万 人 。
疫情让这二百多万人的梦
想暂时无处安放，可也让
那愿望在心中越积越浓。
两国人民在疫情期间相互
支持鼓励，互赠口罩，互道
加油，说的都是期待早日
相见。

第二，两国人民有“见
面”的客观需求。佐科总
统说“疫情造成了两个危
机，除了健康危机，还有经
济危机”。而中国和印尼
恰恰相互需要，甚至在疫
情期间也从未放松经贸合
作。印尼驻华大使正是因
为知道面对面沟通更为有

效，因此代替那些无法赴
华的印尼商家，积极奔走
在中国各大展会，亲自为
印尼产品代言。而中国在
印尼的企业员工，更是不
愿采取远程沟通的方式，
疫情期间也放弃了回国，
坚守岗位。我想起在印尼
第一次吃到的杜古果，很
久没有尝到那个味道了，
更感慨在北方吃椰子，怎
么能有坐在椰子树下现摘
来的爽快。

第三，两国政府为“尽
快见面”做了大量工作，创
造了可能。为了防控新冠
疫情，中国与印尼两国元首
多次通话，部长数次见面，
两国积极分享病毒信息和
防疫经验，互赠物资，还开
展了疫苗研发合作。专家
认为，目前抗击疫情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要让尽可能多
的国家推广疫苗接种，而我
们两国恰恰正在这么做。
作为两个人口大国，全民接

种尚需时日，但是政府的决
心和人民的配合让我们充
满信心。当我们都完成全
民接种，或许离见面的日子
就更近了一步。

两国人民就像被疫情
强行分开的磁石，一旦战胜
疫情，立刻吸在一起。有多
少人期待着有一天去遍访

巴厘岛美景美食，有多少人
计划着能去那里补办个婚
礼。我和许多印尼朋友都
相约疫情之后见面，因为疫
情结束之后，我想要见到的
其实不只是巴厘岛，更是我
牵挂的每一个你。

( 作者单位：中国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

巴厘岛，疫情结束后我想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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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多位政治观察员
所说的，印尼政坛有一种
诡异而扭曲的现象，即是
对佐科维的不断抹黑、抹
红。甚至在成功当上并连
任总统后，只要是佐科维
做了什么事、推行什么政
策，都会遭到反对阵营的
连环炮轰，那种为“反对”
而反对的做法，对国计民
生十分不利。

Tribun News 报道，佐科
总 统 近 日 签 署 了 于 2 月 2
日拟定，关于“企业投资范
畴”的 2021 年第 10 号总统
法 令（Perpres），其 中 包 括
了对“含酒精饮料”投资的
相关规定。媒体根据内阁
秘 书 处（Seknet）官 网 2 月
27 日公布的信息做出了详
细的分析报告。

法 令 指 明 ，“ 投 资 ”是
外国或国内投资企业在印
度尼西亚国土上所进行的
各种类型的投资活动，投
资者可以是私人或法人机
构，各种行业都欢迎投资

活动。但是，该法令的第
2 条 注 明 ：不 对 投 资 者 开
放的行业，已列入 2007 年
第 25 号 宪 法 第 12 条 的 投
资条款，以及在 2020 年第
11 号 宪 法 中 有 关“ 就 业
法”(Cipta Kerja)中所修正后
详细说明的行业。

在法令的第 III 附页中
则列明关于“含酒精饮料”
(Minuman keras) 的条件和规
定：新的企业只限于在巴
厘 省 、东 努 省 (NTT)、北 苏
省(Sulut)巴布亚进行投资、
设厂，但必须严格遵守当
地 的 传 统 习 俗 及 道 德 文
化。二，上述四省之外的
投 资 须 有 相 关 省 长 的 推
介，以及国家投资统筹部
门 (BKPM) 的 特 许 准 证 。
三，对于以麦芽 (Malt) 为原
料的饮料，也与含酒精饮
料相同的限制。四，销售
酒类饮料的铺面必须有专
门的代理商和地点。五，
兜售酒类饮料的店摊、小
贩必须有专门代理商和销
售点。对酒业投资的区域
和市场都有严格限定。

然 而 ，这 项“ 总 统 法
令”的颁布，随即引发支持
者和反对派的激烈争议。
Jpnn.com 网 站 3 月 1 日 报
道，公共政策观察员阿古
斯 (Agus Pambagio) 评 估“ 法
令”对酒业投资的合法化
将成为吸引外资的潜在动
力，法规已符合当地文化，
尤其是能招徕大批外国游
客的名胜区。他说：“总统
法令已考虑到当地传统，
能带动不少劳动力。譬如
巴厘岛的沙巴湾酒庄，那
是国际闻名的，倘若关闭，
投资者就不想来了。”旅游
区 会 提 升 周 围 民 众 的 收
入，振兴因疫情而颓靡无
力的经济。“政府要推动旅
游业，若无酒类饮料，将没
有游客来玩。”

有 了“ 法 令 ”为 依 据 ，
连合作社、小微企业 (UM-
KM)都可以在制酒工业进
行 投 资 。 投 资 统 筹 局 长
(BKPM) 巴 利 尔 (Bahlil Laha-
dalia) 认 为“ 法 令 ”能 全 面
推 动 具 竞 争 力 的 投 资 浪
潮，并让优先扶持的行业

获 得 发 展 。“ 与 2016 年 第
44 号 总 统 法 令 相 比 ，有
515 门行业被禁，那更倾向
于对行业的限制。对于新
法令，我们改变了思路，发
展具竞争力的重点行业。”

另 一 方 面 ，对 法 令 持
反对意见的批评也是排山
倒海，尤其是向来不满总
统的过气政客、万能公知，
他们并没有对法令的条款
进行分析，才做出有理有
据的批评建议，而是捕风
捉影、自以为是地大肆嘲
讽、攻讦。但中央政府至
今仍保持沉默，没有给予
回应和驳斥。

《独立网》(Merdeka.com)
于 28 日报道，印尼长老协
会(MUI)副主席安哇尔(An-
war Abbas)认为允许酿酒工
业的“法令”将引起超限开
发(eksploitasi)。“显然，在政
府及企业界眼里，这个民
族 和 百 姓 是 能 够 被 开 发
的。”让酒业公开化必然不
利于民众，酒类将到处泛
滥。酒精饮料的规定更注
重企业界的利益，而忽略

了广大人民的权益。“作为
人民的护卫者，应该不让
那些对社会不利，会引起
民众拥挤聚欢的不良行业
获得官方的准证。”

此 外 ，国 民 使 命 党
(PAN) 国 会 党 团 主 席 沙 列
(Saleh Partaonan Daulay) 表
示 ，新“ 法 令 ”将 触 发 劣
酒、私酒、假酒的泛滥，而
蔓延至“法令”特许四省以
外的省份。“这是经常发生
的案例，警方与药物食品
监管局 (BPOM)屡次抓获相
关的案犯。”多数印尼民众
反对饮酒，因担心酗酒会
在不自觉的迷糊状态下做
出违法犯罪的行为。“我估
测，所获得外汇并不多，但
造成的伤害却非常大。还
包括对目前数量巨大的千
禧 一 代 (milenial) 带 来 的 威
胁。”

巴 厘 省 长 哇 延 (Wayan
Koster)认为，巴厘岛传统的
两种酒类(Arak)，即 Brem 及
Tuak 应 该 能 根 据“ 总 统 法
令”的指示，成为可正式生
产 、发 展 及 销 售 的 饮 料 。

“我以巴厘省政府及巴厘
社 会 (karma) 的 名 义 ，对 佐
科总统颁发的‘法令’表达
由衷的感谢和赞赏！”

著名评论员鲁迪 (Rudi
S.Kamri)肯定了“法令”的出
炉及积极性。只不过，在疫
情仍未完全明朗、民心浮动
之际，让反对阵营找到切入
口并蛊惑民情。反对者完
全不提雅加达省政府拥有
26%股权的知名啤酒厂，对
总统专为 4 个省份特殊情
况设计的投资政策却穷追
猛打，突显了他们“双重标
准”背后的个人利益盘算。
政府在细心审核后因给予
坚定的回应。

网红政论员德尼(Den-
ny Siregar) 更 是 单 刀 直 入 ，
责斥有些批评者不以国家
为重，专挑佐科总统的“毛
病”，连颗芝麻都不放过。
但对相同阵营发生的大问
题、大弊案却视若无睹、噤
若寒蝉。他相信政府能把

“总统法令”贯彻执行，相
信民众能支持总统的惠民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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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 珍 出 版 这 第 三 本《
春 华 秋 实》，诚 意 嘱 我 写
序，为了专心完成写几部
长 篇 小 说 的 愿 望 ，序 ，我
已经多年没写了（在给林
惠卿名誉会长的书《绿光
蝶 舞 》写 的 序 算 最 后 一
篇 ，文 末 有 详 细 的 说
明），迄 今 已 婉 辞 十 多 位
海 内 外 文 友 的 好 意 。 真
是无奈又感歉意。不过，
碧 珍 与 我 同 姓（黄）同 乡
（金 门）同 岛（印 尼 加 里
曼 丹 岛），这 是 难 得 的 缘
分 ，只 字 不 写 太 没 人 情 ，
多少也写个贺词吧！

在 我 看 来 ，认 真 的 序
需要条分缕析，品人论文，

起着一种推荐和导读的作
用；祝贺词稍可简要一点，
却不失其价值。何况，我
已为她的第一、第二本书
写过较为详尽的序了。我
为碧珍第一本个人集《迟
来的春天》（2012 年出版）
写的序《勤于播种终有成》
收 在 我《穿 梭 金 黄 岁 月》
（2019 年 出 版）一 书 第 192
页；为她第二本书《雪泥鸿
爪》（2016 年出版）写的序
《再下一城，收复失地》收
在《穿梭金黄岁月》第 252

页 之 外 ，
还 收 进 金
门 县 文 化
局 资 助 我
出 版 的
《 金 门 老
家 回 不
厌 》（2019
年 出 版 ）
一 书 第
259 页 上 ，
还 贴 上 网
络 ， 即
2016 年 11
月 15 日的
「 东 瑞 的
博客」上，
以 达 广 为
宣 传 之
效。

我 之

所 以 不 厌 其 烦 地 列 举 这
些，并没有丑表功的意思，
而是想说，一个人的创作
特点，和作者的个性一样，
比较成熟之后，就一脉相
承，不易大改了。

在《迟来的春天》一书
中，我分析了碧珍散文的
三个特点，一是感觉敏锐，
二是富有同情心，三是重
情好义。在《雪泥鸿爪》一
书中，我指出碧珍文章充
满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写
法上扎实具体，擅于夹叙
夹议。这些，其实都大致
都归于同一类型。在这第
三本书中，碧珍的文风一
脉相承，保持了前两本书
的特色；有不少作家，人品
和文品嚴重割裂；在碧珍
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人文
高度合一，非常難得。

第三本書依然包含了
与第二本类似的文体，如
校友联欢、作协故事、游记
散 文 、回 乡 感 悟 、故 园 回
忆、各种活动、研讨会报道
等共二十篇文章，附录有
评论十二篇，撰写的作家、
文 友 有 王 尊 、陈 正 祥 、吴
萍、黄诚昌、蒋荣玉、潜水
艇 、华 实 等 ，大 都 是 评 论
《雪泥鸿爪》一书的；而前
一本《雪泥鸿爪》一书也附
录了约十几篇的评论，内

容则是评介碧珍第一本书
《迟来的春天》的。

我很欣赏碧珍人缘极
好。出书评介多，就是一
个很有力的证明。一个人
人缘好，不是与生俱来，更
不 是 无 缘 之 水 、无 本 之
木。碧珍人缘好。来自她
个性好，勤奋努力、与人为
善、助人为乐。我在为她
第一本书写的序有详细具
体 的 描 述 ，如 ，「走 匆 匆 ，
快如风，在一些公众场合，
她的身影常在您跟前一闪
而过，如果你一时没留意
而欲回头寻找，她好快就
失去了影踪」「快人快语，
雷厉风行，说到做到，动作
麻利，作风勤快」「她做事
干脆快捷清楚，时间效率
惊人一流！令人赞叹！」我
和瑞芬托她帮忙一些事，
她必办得快又好，妥当快
捷，决不会没有下文，或虎
头蛇尾。

我们也很欣赏她的勤
奋努力。她的书一出，评
介多，绝非因为她的人缘
和勤劳品格而已，而是在
她勤奋努力、磨砺苦练之
下，文章水平确实大有进
境，已非今昔可比。评介，
绝不是一昧讲好话。有人
很粗暴，没有仔细阅读文
友包括碧珍的文章，一律

视评论为捧场吹嘘，这哪
里是科学的态度呢。

说 碧 珍 为 人 勤 奋 努
力 ，很 多 事 例 可 以 证 明 。
她的第一篇文章写于 2001
年 12 月（《 我 的 工 作 心
得》）迄今不过 19 年，但已
经出版了三本书，殊不简
单。2016 年 2 月 16 日蒋荣
玉女士在《金门日报》为碧
珍写了篇人物特写，题目
是《 人 生 就 是 不 斷 地 學
習 —黃碧珍的 C 型人生》,
指 出 碧 珍 走 的 是 一 条「C
线人生」，这是引用了外国
专家的理论：「年龄不再是
评断人类心态、消费行为
的重要依据，比方有人会
在 35 岁重返校园、45 岁结
婚、52 岁创业或 76 岁再婚
……，越来越多人颠覆“大
家都如斯”的人生时间轴，
走出不同的人生路径，今
年 满 70 岁 的 黄 碧 珍 也 在
实践自己的 C 型人生。」如
果 用 我 们 华 人 精 炼 的 成
语，就类似「大器晚成」的
意思。我很喜欢蒋女士的
人 物 特 写 ，2016 年 2 月 19
日 印 尼《国 际 日 报》转 载
后，9 月 8 日我在我的新浪
博客再次加以转载，还加
了这样一段按语：特写写
出了「一位印尼华人写作
者（金 门 籍）的 杰 出 典 型

—— 碧 珍 奋 斗 的 事 迹 ：父
亲三十年代落番，生活极
度困难。长女碧珍如何小
小年纪就协助家庭挣扎求
存，甚至在父亲病危后，她
如何学医延长了父亲的寿
命，读来感人至深。在华
文 遭 禁 的 三 十 几 年 岁 月
里，碧珍又如何为了生活，
四处奔波，以顽强毅力自
学外还开补习班教育下一
代。在文化行业里打滚多
年，学打字、学编辑 、学写
作，不断提高自己……」

从家乡痳里巴板走出
来，泗水求学，最后到雅加
达发展，碧珍走着一条曲
折艰辛的路，珍惜点点滴
滴积累的人生宝贵经验，
求学、针灸、补习教授、大
字 、写 作 、办 事 、报 馆 工
作、社团事务等等，几乎每
一项工作做得认真负责，
十分圆满，令人钦佩和敬
仰，她是这样地甘于平凡，
我 看 她 活 着 的 价 值 就 在
此。她就是梁启超所定义
的「第一等人物」。梁先生
是这麽定义的：「天下事業
無所謂大小，只要在自己
責任內盡自己力量做去便
是第一等人物」。碧珍当
之无愧！

碧珍的第三本书出版
了，虽然我无法为她写长
序了，但依然应该送上来
自香港的我和瑞芬的衷心
祝福！诚望她再接再厉，
越写越好，再向第四本书
迈进！

2020年11月18日·香港

勤奋是人类的救星
——衷心祝贺碧珍第三本书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