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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邮轮恢复元气
再一起回来

在微信群里，第一批回家的船员偶

尔会对王波表示羡慕：你在船上还有收

入，我们在家待业至今。

要是没有疫情，在邮轮上工作，确

实被广受羡慕。

因产业链长、带动性强、影响力大、

覆盖面广、国际化程度高，邮轮行业被

誉为“漂浮在黄金水道上的黄金产业”。

邮轮旅游巨大的吸引力，近年呈现

出强大变现能力。中船嘉年华邮轮有

限公司公开的数据显示，2019 年，有近

300 万中国旅客选择搭乘邮轮出境旅

行。

邮轮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工作

机会。“在邮轮上工作工资高，食宿不需

要花钱，工作强度不大，还能看海，去世

界各地免费旅游。”王波细把好处数了

一通。不过现在，待在邮轮上毫无优越

感可言。

回家后干什么，王波有些焦虑，“海

乘这个职业有些特殊。根据合同，船开

了才发生劳动合同关系，一旦停航，没

上船的员工就没了基本生活保障。”

迫于生活压力，已经回家的朋友，

都开始找工作了，主要是去商场、酒

店。有朋友告诉王波，对返船上班已经

不抱太大希望，“公司开始全球出售邮

轮，再说，谁知道疫情还要多久才能结

束。”

王波和在船上的同事商量后决定，

回家后暂时找份工作，等邮轮恢复元

气，再一起回来。

（文中王波为化名）

本报记者

陈曦

受全球疫情影响，邮轮业陷入停摆状态

中国船员随邮轮漂泊192天
天天销毁大批过期高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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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籍大型邮轮“赛琳娜号”，静静地漂泊在马来西亚海域，随着波浪

起伏。

是这场卷席全球的新冠疫情，导致了这样的场面：为乘客打造欧式浪漫

氛围和神秘文化渊源的这艘“海上古罗马”，褪去了昔日的喧嚣场面，曾经

人潮涌动的甲板、游泳池、餐厅、免税店等冷冷清清，难见人烟。

7 月底的一天早上，湖北籍船员王波来到邮轮仓库。角落里，是成堆的

比利时进口巧克力和高端护肤品、化妆品，码得整整齐齐的。他拧开其中一

瓶瑞士顶级品牌面霜，右手拿起一支法国品牌眉笔，几分钟后，这瓶价值不

菲的面霜就被眉笔掏干净，倒入桶中。然后，精致的玻璃瓶被扔到一旁，眉

笔也被掰成两截，都成为待处理的垃圾。

各色过期的口红、眼影、化妆水、乳液、精华、防晒霜⋯⋯被倒进桶

中，混杂在一起，散发出一股难以形容的奇怪味道。

王波内心五味杂陈。在邮轮工作 4 年，他从未

想过：有一天船上会变得如此寂静，而他

要留在船上，销毁大批大批高

端商品。

高级商品无人光顾
只好每天销毁一批

如今，“赛琳娜号”大部分船员已回家，

剩下100来人中有4名中国籍船员，湖北小

伙王波是其中之一。

疫情之下，国际邮轮业被迫按下暂停

键，各大邮轮公司相继发布停运公告。随

着疫情持续蔓延，多家邮轮公司市值大幅

缩水，全球邮轮业陷入停摆状态。

“赛琳娜号”所属的嘉年华集团，旗下

共有 104 艘邮轮，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达到

45%。根据测算，该公司需要 25 艘邮轮满

负荷航行，才能实现收支平衡。受疫情和

“钻石公主号事件”的影响，2 月下旬开始，

嘉年华股价暴跌，从 40 多美金一度下探至

7.8 美金，随后稍有回暖，目前在 13 美金左

右徘徊。

王波不炒股，不过，近几月在船上也能

深刻感受到疫情给公司带来的重创。

1 月 26 日，“赛琳娜号”宣布停航，王波

工作的邮轮免税店也跟着关门，从此再没

售出一件商品。以前他一个人一天就能售

出上万元商品，现在他一天要销毁价值好

几万元的过期商品。“没有乘客，商品积压

过期，然后按照公司规定销毁。”

被销毁最多的是护肤品、化妆品，有时

候一天要处理好几百件，累计超过上万件。

大把大把的阿玛尼、香奈儿、圣罗兰等

的口红被掰断，一瓶一瓶的雅诗兰黛、兰蔻

等的乳液、精华，像白开水一般被倒进油漆

桶大小的容器中。最让他肉疼的是 5 套瑞

士顶级护肤品套装，“在国内专柜一套 2 万

块以上，哎⋯⋯”他记得之前有个女明星在

邮轮上一口气买过4套。

需要清理的食品也多得数不过来。售

价好几百元一盒的比利时进口歌帝梵、瑞

士莲巧克力，被快速撕开包装，扔进垃圾

袋，然后交由垃圾房作为厨余垃圾处理。

尽管一直在销毁，但仓库里过期商品

还在成批增加。“只要邮轮一天没恢复营

业，我们能做的只有销毁商品。”王波说。

海上漂泊192天
回家之路在何方

截至8月5日，王波已随船在海上漂泊192天。

“赛琳娜号”共有船员1000多人，疫情暴发之后，公

司曾先后分两批运送船员下船回家。第一次在 3 月，

“赛琳娜”短暂停靠日本长崎，当时湖北尚未解封，王波

无法回国。第二次是 5 月，为了尽可能节约成本，集中

运输，“赛琳娜号”上的中国籍船员在东南亚海域通过小

艇转移到“威尼斯号”邮轮，然后辗转靠港中国深圳。

“当时部门需要留两人值班和善后工作。”回家可能

失业，有房贷压力的王波决定留下来，“总有一些收入”。

不过，王波很快后悔了。虽然船上没有出现感染，

仍有新鲜食物供应，他和家人也能保持联络，但他明显

感觉失去了原有的轻松状态。船员群里，大家开始转发

哪些员工已经安全到家；父母也不停催，问他什么时候

回家。

每日守着冷冷清清的船舱，四名中国员工回家的愿

望愈发迫切。“我们向公司提出申请，也得到了批准。但

因为航空政策受到阻滞，靠岸越来越难。”王波有些无

奈。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卫生条例》第 28 条规

定：不应当因公共卫生原因而阻止船舶或航空器在任何

入境口停靠。但这一规定同时提到：如果入境港口不具

备执行本条例规定的卫生措施的能力，可命令船舶或航

空器在自担风险的情况下驶往可到达的最近适宜入境

口岸。

距离回国最近的一次是在 7 月。当时“赛琳娜号”

停泊在菲律宾附近海域，王波收到公司通知，船只将停

靠马尼拉，并已为他们订到回国机票。他兴冲冲地收拾

好行李，翘首以待。但菲律宾疫情爆发，船舶被迫改变

航线，转移到马来西亚海域。

王波走不了，虽有心理准备，但失落还是难免的。

“这几个月遇见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好几次，说好准

备停靠，到了临近海域，又临时接到通知，说不能靠岸。”

尽管被困在船上 6 个多月，但王波并没有埋怨公

司。他知道公司为他们做了很多——比如，为员工开放

了费用达 9 美金 1G 流量的卫星网络，安排员工住在有

窗的游客房间，还一直在帮他们寻找回家的途径。

在船上的日子，郁闷情绪会不时冒出。以前，王波

会选择上岸和朋友找个餐馆搓一顿，现在，他找到了另

外的方式来发泄：在甲板上跑步，或在网上和网友抬杠。

这几日，王波正在积极准备国际健康码，填报个人

资料、健康状况、出行情况等信息，为回家做准备。

他接到的最新消息是：会有小艇将他们转移到其他

邮轮，然后等待靠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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