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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沧海R

■微言R

日 前 ，由 香 港 全 国 青 联 委 员

协进会主办的“百万青年看祖国”

活 动 启 动 ，拉 开 了 港 澳 青 少 年 赴

内 地 交 流 的 大 幕 。 活 动 中 ，港 澳

青 少 年 将 奔 赴 祖 国 各 地 ，参 加 升

旗 仪 式 、国 情 讲 座 、参 观 互 动 等 ，

通 过 视 、听 、学 、玩 等 各 种 亲 身 体

验 全 方 位 了 解 祖 国 的 最 新 发 展 ，

增进对祖国的认识。

青 少 年 是 祖 国 的 未 来 、民 族

的 希 望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一 直 心

系 港 澳 青 少 年 ，指 出“ 促 进 粤 港

澳 青 少 年 广 泛 交 往 、全 面 交 流 、

深 度 交 融 ，增 强 对 祖 国 的 向 心

力 ”。 香 港 与 内 地 实 现 全 面 通 关

不 久 ，全 国 青 联 和 各 省 区 市 的 青

联 热 情 邀 请 港 澳 青 少 年 到 内 地

进 行 交 流 研 习 ，充 分 体 现 了 中 央

和 内 地 有 关 方 面 对 港 澳 青 少 年

的 关 心 和 关 爱 。

“ 纸 上 得 来 终 觉 浅 ，绝 知 此 事

要 躬 行 。”来 内 地 交 流 研 学 ，一 直

受 到 港 澳 青 少 年 的 喜 爱 。“ 了 解 ”

是“ 理 解 ”的 基 础 ，“ 认 知 ”是“ 认

同 ”的 开 端 。 对 于 港 澳 青 少 年 来

说 ，亲 眼 看 到 、亲 耳 听 到 、亲 身 感

受 到 的 祖 国 内 地 的 发 展 变 化 ，远

比书本上获取的更加真实、生动、

可亲。只有对国家有更深入的了

解、更真切的认知，才能进一步产

生更加深切的认同。

青 年 兴 ，则 港 澳 兴 ；青 年 发

展 ，则 港 澳 发 展 ；青 年 有 未 来 ，则

港澳有未来。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

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

府 就 职 典 礼 上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要 引 领 青 少 年 深 刻 认 识 国 家

和 世 界 发 展 大 势 ，增 强 民 族 自 豪

感和主人翁意识。要帮助广大青

年 解 决 学 业 、就 业 、创 业 、置 业 面

临 的 实 际 困 难 ，为 他 们 成 长 成 才

创造更多机会。

“ 大 湾 区 青 年 就 业 计 划 ”、增

加青年宿舍供应、再度推出“港人

首次置业”、每年合作举办青年节

…… 2022 年 12 月 ，香 港 特 区 政 府

发 布 回 归 以 来 的 首 份《青 年 发 展

蓝 图》，提 出 160 多 项 具 体 行 动 措

施 ，让 香 港 青 年 有 了 实 实 在 在 的

获 得 感 。《青 年 发 展 蓝 图》提 出 ，

加强青年对国家历史及发展的认

识，积淀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培养

他 们 的 主 人 翁 意 识 ，令 他 们 更 好

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近年来，国家“十四五”规划、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

高 质 量 发 展 等 ，为 港 澳 发 展 提 供 了 难 得 机 遇 、广 阔

空 间 和 强 劲 动 能 ，港 澳 以 前 所 未 有 的 广 度 、深 度 积

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也为港澳青少年带来更多

元的发展机会、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港澳青少年生

逢 其 时 ，通 过 深 入 认 识 祖 国 、感 悟 历 史 文 化 、熟 悉

发 展 战 略 等 ，有 利 于 找 准 报 效 国 家 、服 务 港 澳 和 实

现个人发展的历史机遇。

敢 于 有 梦 ，勇 于 追 梦 ，勤 于 圆 梦 。 我 们 殷 切 希

望 ，有 更 多 港 澳 青 少 年 读 万 卷 书 、行 万 里 路 ，到 祖

国 内 地 去 学 习 交 流 、实 习 就 业 、创 新 创 业 ，积 极 投

身建设美好港澳，在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征 程 中 贡 献 更 大 力 量 、发 挥 更 大 作 用 ，用 火 热 的 青

春书写精彩的人生！

在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中
增
强
对
祖
国
的
向
心
力

张

烁

近期，《关于金融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意

见》和《关于金融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意见》印发，加大金融支持横琴和前海建设力

度，支持和推动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两份意见力度大、分量重，按照“远近结合、民生优先、

循序渐进、防控风险”的思路，各推出六大方面 30 条金融改

革创新举措，涵盖了民生金融、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现代金

融产业发展、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等方面。意见

的出台，为横琴、前海两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

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撑。

坚持“民生优先”，是两份意见的突出特点。围绕港澳

居民在大湾区工作、生活、创新创业等民生金融需求，意见

的创新举措具体而实在，如“便利香港居民开立内地银行账

户”“便利香港居民信用融资”“推动移动电子支付工具在合

作区互通使用”等，为港澳居民在大湾区工作生活提供了更

优质、更多样、更便捷的民生金融服务。

意见不仅关注民生金融便利、市场互联互通等粤港澳

合作的重点，还提出了粤澳合作、深港合作的特色项目，如

在横琴，服务实体、多元发展，创新发展资产管理、债券市

场、融资租赁、绿色金融等现代金融产业；在前海，全面强化

前海合作区国家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和跨境人民

币业务创新试验区功能等。

相信随着金融支持的不断强化，港澳居民在大湾区的

工作生活将越来越便捷，两个平台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验示范作用将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大湾区建设将再上新台阶。

金融支持推动

大湾区建设再上新台阶
江 琳

■记者手记R

正如有台农所说，茶叶是两岸交流合作

的使者。两岸同根同源，两岸农业也同出一

源。中华民族农业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是两岸共同的资源宝库，也是两岸血脉相连

的见证。两岸恢复交流 30 多年来，农业是起

步最早、基础最好、成效最明显的领域之一，

也是优势互补、互利双赢的领域。两岸农业

交流合作具有天然的优势和强大的基础。

“ 民 之 大 事 在 农 。”台 湾 在 农 业 领 域 拥

有 独 特 的 资 源 禀 赋 和 发 展 优 势 ，同 时 发 展

中也面临岛内资源匮乏的困难。两岸农业

交 流 合 作 ，为 台 湾 农 民 提 供 了 更 广 阔 的 天

地和机遇。一批批像谢东庆、李志鸿、陈耘

嘉一样的台农跨越海峡，在这里耕耘，在这

里 收 获 ，也 在 这 里 扎 根 。 漳 平 台 湾 农 民 创

业 园 的 故 事 ，是 两 岸 农 业 交 流 合 作 的 精 彩

篇章，也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实践。

两岸一家，亲望亲好。从 2018 年的“31

条惠台措施”，到 2021 年“农林 22 条措施”；从

创建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到设立台湾

农民创业园……大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

理念，持续为台农提供更多优惠政策和贴心

服务，不断为两岸农业交流合作探索新模式。

两岸农业交流合作，也为乡村振兴增添

新活力。以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为例，园区

以高山茶种植为特色，引进台湾优良茶树品

种、精细栽培技术，同时学习借鉴台湾发展休

闲观光农业理念，发展以茶文化为主题的休

闲观光旅游业，既促进当地劳动力就业、增

收，又推动了农业转型升级。

两岸一家亲，乡村共振兴。随着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两岸农业交流合作迎来了新

的机遇。广大台湾农民抓住政策优惠与发展

机遇，充分发挥台湾农业优势，广泛参与到大

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来，定能为促进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两岸农业合作大有可为
程 龙

■两岸脉动R

图①：谢 东 庆（右 一）在 指 导 当 地 茶 农

采茶。

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管委会供图

图②：陈 耘 嘉（左 二）带 领 游 客 体 验

采 茶 。 卢和庆摄

图③：李志鸿（左一）与台商在茶园查看

茶叶长势。

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管委会供图

版式设计：沈亦伶

初春的清晨，闽西南的山间云雾缭绕，一

垄垄翠绿的茶树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引来许

多 游 人 拍 照 打 卡 。 这 让 谢 东 庆 心 里 美 滋

滋的。

“这片茶树是我 20 多年前种下去的。”这

段时间，年逾古稀的谢东庆时常带着新买的

相机到自家茶园转一转，“这小小一片茶叶，

是我几十年来的心血和事业，也见证着两岸

割舍不断的情缘。”

谢东庆出生在台湾彰化，是最先到福建

漳平投资茶园的台农。在他的带动下，一批

批台农跨越海峡来到漳平，在这片热土上种

下一棵棵茶树，也绘就了一幅幅两岸农业交

流合作的画卷。

扎根“大陆阿里山”

“好生态，让我下定决心”

为什么来到大陆、选择漳平？作为第一

个“ 吃 螃 蟹 的 人 ”，谢 东 庆 经 常 被 问 起 这 个

问题。

“台湾高山茶发端于福建。我祖籍就在

福 建 ，想 在 这 里 找 一 片 合 适 的 地 方 投 资 茶

园。”1995 年冬，四处寻找茶叶种植基地的谢

东庆第一次来到永福镇。这里地处高山盆

地，群山环抱，当地农民一直以种植蔬菜和花

卉为主。

“高山云雾出好茶。”一番考察之后，谢东

庆发现，永福的纬度、海拔、气候、土壤等条件

与台湾阿里山相似，非常适宜高山乌龙茶生

长，“这里平均海拔 780 米左右，年平均气温

17.3 摄氏度，属于温和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

候，而且没有工业污染，肯定能出好茶。”于

是，谢东庆承包了永福镇后盂村的 600 多亩荒

山，雇请 300 多人垦荒整地。连续奋战 3 个月

后，茶树在永福镇生了根，谢东庆也创立了漳

平第一家台资茶企——福建漳平台品茶业有

限公司。

“当初，是永福的好生态让我下定决心。”

回 想 起 20 多 年 前 的 往 事 ，谢 东 庆 感 到 十 分

幸运。

茶 树 种 下 了 ，茶 园 如 何 才 能 经 营 出 特

色？谢东庆大力发展以茶文化为主题的休闲

观光农业，茶园成为受欢迎的网红打卡地。

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旺季时单日游客能达数

万人。

“把台湾阿里山‘搬’到福建。”“2022 年度

三农人物”推介活动这样介绍谢东庆，他也成

为第一位获此荣誉的台湾同胞。“希望更多台

湾农民可以参与到两岸农业交流合作中来。”

谢东庆说。

受到谢东庆的鼓舞，一批又一批台农来

此投资创业，永福镇成为台商个体在大陆投

资最密集的乡镇，也是大陆规模最大的高山

乌龙茶生产基地。2006 年 7 月，漳平台湾农

民创业园在永福镇挂牌成立，2008 年升格为

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

“目前，共有 600 多名台农扎根福建漳平

台湾农民创业园，经营台湾高山茶种植基地

48 个，种植高山茶面积 5 万余亩，年产茶 5800
余吨，实现产值 10 亿元。”漳平台湾农民创业

园管委会副主任张北泉介绍，漳平台创园连

续 6 年在全国 28 个台创园建设发展考评中获

得第一名（优秀等次），并成功入选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创建名单。

享受“保姆式”服务

“好政策，让我更加安心”

把鲜黄豆磨成豆浆，加入益生菌和红糖，

发酵稀释后浇灌在茶树根部；黄豆渣配上蔗

渣、米壳等发酵，在大寒时开沟掩埋，这就是

茶树的“营养大餐”……台农李志鸿介绍自己

的种茶妙招，“我的茶树都是‘喝豆浆’长大

的，品质好，更受欢迎。”

李志鸿与茶结缘的故事，要从他的父亲

李仰苏讲起。

“我的父亲出生在永福镇李庄村，1947
年赴台经商，后来定居台北。从上世纪 80 年

代两岸恢复交流起，我就经常随父亲返乡探

亲，捐资支持家乡的公益事业。”因为浓厚

的故乡情结，2004 年，李志鸿回到李庄村，

投资建设起 2500 亩的高山乌龙茶绿色生态

基地。

那么大的投资，有没有遇到困难？“困难

是有的。”面对记者的提问，年逾花甲的李志

鸿快人快语。

投资初期，要把荒山变“熟地”，开发成本

很高。“从平整土地到自动喷灌系统、从茶树

苗到人工，每亩投入高达 3 万多元，没多久资

金链就出了问题。”怎么办？最好是能找银行

贷款。“但是我们在大陆没有房产等可以抵

押，很难申请贷款。”最终，在地方政府协调支

持下，中国农业银行福建分行通过茶树抵押

为李志鸿发放了 1000 万元贷款，解了他的燃

眉之急。

“这说的是 10 多年前，现在政策越来越

好。”李志鸿细数如今能享受的政策：茶山办

有林权证，享受“同等待遇”；工厂和民宿盖

到哪里，政府就把道路硬化到哪里；贷款利

率享受政府贴息后不到 1%，比台湾最低农业

贷 款 利 率 还 优 惠 将 近 一 半 ；用 水 每 吨 只 要

0.85 元，电力系统还提供七折优惠……“这些

好政策让我更加安心，全力发展没有后顾之

忧。”仅 2022 年，李志鸿就通过贴息贷款政策

贷 了 2000 多 万 元 ，用 于 观 光 工 厂 的 改 造

升级。

越来越好的营商环境，让李志鸿感触很

深。“项目审批过程是否规范？”“基层干部是

否有推诿扯皮、吃拿卡要问题？”……李志鸿

经常会得到漳平市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的关

心。李志鸿说，政府提供了全方位的“保姆

式”服务。

如今，李志鸿创办的福建漳平鸿鼎农场

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建成了海峡两岸高山乌龙

茶规模最大的现代茶厂，生产的茶叶获得第

十五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参展农产品

金奖。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大陆市场可以成

为 台 湾 农 民 发 展 奋 斗 的 另 一 个 春 天 ， 茶

叶 可 以 成 为 两 岸 交 流 合 作 的 使 者 。” 今 年

春 节 ， 李 志 鸿 回 到 台 湾 南 投 县 ， 把 自 己

的 故 事 讲 给 乡 亲 们 听 。“ 老 乡 们 都 非 常 吃

惊，也非常羡慕我们在大陆有这么好的发

展条件。”李志鸿话语间带着些自豪，“我们

今年可能要接待好几批来考察交流的台湾

乡亲。”

搭上乡村振兴“快车”

“好前景，让我充满信心”

在高山茶园中寻一间木屋，采茶、品茗；

吹山谷清风，看满天繁星，赏日出云海……这

是陈耘嘉打造的岳山嘉茗茶庄园。

陈耘嘉是追随祖辈返乡的“台三代”。

“1948 年 ， 我 的 爷 爷 从 大 陆 去 台 湾 教

书，但一直对家乡牵挂不已，总是告诉我

们不能忘根。”2005 年，陈耘嘉的父亲陈宪

智回到家乡——漳平官田乡，开发了 600 多

亩茶园。 2015 年，陈耘嘉来到茶园看望父

亲，发现这里有好山好水好政策，于是辞

去了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工作，接手父亲

的 茶 园 。 茶 园 的 “ 蝶 变 ” 正 是 从 那 时 候

开始。

坚 持 不 打 农 药 ， 改 变 茶 园 种 植 方 式 ，

全面转向生态有机；将老茶厂改造成观光

茶 厂 ， 增 加 采 茶 、 制 茶 等 休 闲 体 验 项 目 ；

建设主题民宿、茶室，把茶园和民宿融为

一 体 ……“ 我 们 的 定 位 是 集 吃 、 住 、 玩 、

研学、体验于一体的人文休闲茶园，让旅

人可以远离喧嚣浮躁。”陈耘嘉还将爷爷的

书法和茶道相结合，展现代代传承的茶香

墨韵。

如今，岳山嘉茗茶庄园里，经常可以看到

身着采茶服、腰系小竹篓的游客。“旺季时民

宿一房难求，今年‘五一’期间的客房已经预

订出去很多了。”陈耘嘉认为自己是搭上乡村

振兴“快车”的幸运儿，“这样的好前景，让我

充满信心。”

采用自然农法种茶，也给陈耘嘉带来意

外的惊喜。“在不打农药的情况下，会有很多

小虫来啃咬茶叶，其中一种虫叫小绿叶蝉，茶

叶被它叮咬后反而散发出天然的蜜香。”于

是，陈耘嘉就以蜜香特色研制生态特色茶品，

得到很好的市场反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陈耘嘉感慨道，“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最

好的馈赠吧！”

越 来 越 多 像 陈 耘 嘉 一 样 的“ 台 二 代 ”

“ 台 三 代 ”来 到 这 片 热 土 ，他 们 或 接 手 父 辈

的 产 业 ，或 另 辟 一 方 天 地 —— 陈 濂 丰 不 仅

接手了父亲 300 多亩茶园，还另外自己经营

了 600 多亩，同时担任漳平永福闽台缘高山

茶 产 销 专 业 合 作 社 总 经 理 ，为 广 大 台 农 服

务；曾中信不仅协助父亲在茶园建设民宿，

还 在 永 福 镇 中 心 十 字 路 口 开 了 一 家“ 台 湾

茶 叶 故 事 馆 ”，经 营 特 色 奶 茶 和 小 吃 ，也 拓

宽了茶叶销路……

春分过后，漳平台创园的茶树枝丫上已

经 冒 出 三 两 片 嫩 绿 的 芽 ，再 经 几 场 春 雨 的

滋 养 ，春 茶 就 可 以 开 采 …… 台 农 们 在 大 好

春光中迎来了忙碌的新一年。

“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大陆阿里

山’已成为福建省对台交流合作的重要品牌、

闽台农业交流合作的示范样板。”漳平市委书

记马桂秋说，将继续做好“以通促融、以惠促

融、以情促融”文章，积极探索两岸农业融合

发展新路，全力把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名

片擦得更亮。

600600多名台农扎根福建龙岩漳多名台农扎根福建龙岩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平台湾农民创业园，，经营台湾高山茶种植基地经营台湾高山茶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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