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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6 点起床，坐地铁去离家 30 公里的
公司上班，下午回到北京海淀郊区，在大棚
里悉心培育水果和蔬菜，傍晚采摘并打包
发货——这是来自台湾的“斜杠青年”余岱
霖的日常。

从小生长在台北都市，余岱霖没有农村
生活经验，却一直对田园有着朦胧的向往。
她所学专业是餐饮管理，专攻西点烘焙，曾
在台北五星级饭店做点心，如果故事一路发
展下去，她也许会和烘焙同行结婚，每天讨
论餐饮话题，再在台湾开一家咖啡店或者面
包店。

“我的生活好像不应该是这样。”余岱霖告
诉记者，她很喜欢和人沟通交友，点心师工
作强度大，岛内发展空间也有限，这让她萌
生转换跑道的念头。2009年，余岱霖来大陆
游玩，遇到在央企工作的朋友，听对方讲起
多姿多彩的生活、大陆的各种机遇，她心生
向往，便来到北京，进入金融寿险行业。

2015年，余岱霖成了北京媳妇。儿子出
生后，每到冬天草莓季，余岱霖会带着他四
处采摘。为了让家人方便品尝放心美味的草
莓，也满足自己长久以来的田园梦想，余岱
霖从零开始，工作之余学起了大棚种植。

从北京昌平 8 个大棚同时铺开的艰辛摸
索，到转战海淀郊区继续钻研，尝试草莓种
植约 7 年的余岱霖，“每年都面临意想不到的
新挑战”，但终于可以自豪地说一句，“技术上
已经没问题了”。

多年间，每当有草莓博览会、展销会，
余岱霖便积极向两岸农业专家取经。她向中
国农业科学院的朋友请教种植经验，也曾前
往台北内湖参观草莓园。在那里，她还遇
到过和台湾人结婚并留在当地种草莓的四
川妹子。

北方的大棚技术、北京的主销良种、台
湾的酵素种植，在余岱霖的草莓园内“强强联
合”。“大陆的种植技术十分高端，草莓可以长
得很漂亮。”余岱霖说，草莓种植具有很强的地

域性，台湾草莓种植品种多为“甜查理”“丰
香”等，她主要种植的品种，除了北京市面上常
见的“红颜”，还有相对小众的“圣诞红”以及清
新淡雅的白草莓品种“白雪公主”。种植条件不
同，草莓的风味也大有差别。

令余岱霖引以为傲的是，她的草莓园不
施化肥农药，采用古法农作和生物防治的方
式，保证草莓的安全品质。而草莓让人念念
不忘的香气和口感，则来自余岱霖亲手调制
的“法宝”——有着琥珀色泽、淡淡酒香的酵素
肥料。“我向台湾专家学习自制酵素有机肥，主
要采用天然的蔬菜和水果发酵，用水稀释后
进行滴灌，从而改善土壤，让草莓可以更好
地吸收营养，呈现独特风味。”她说。

余岱霖的草莓园名为“田BULA”，这是她
儿子的小名，谐音正是台湾小吃“甜不辣”。比
起先前在昌平种植的规模，这处草莓园不算
大，却让人备感温馨。紧邻马路的红砖外墙
上，粉黄绿三色海报透着童趣，上面“来自台湾
的好味道”的文字说明，会让路过的人忍不住
好奇这段两岸情缘。

“现在我的家就在草莓园附近，先生在

‘京西稻’从事网络管理，我每次路过那片稻
田，都会拍几张照片留念，回家慢慢欣赏。”
余岱霖说，草莓园邻近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
园，她有时躺在大棚里的椅子上晒太阳，会
见到成群候鸟从大棚顶部掠过。因为余岱霖
经常把草莓丢到大棚外空地上喂鸟，“现在附
近大大小小的鸟，都知道冬天会有草莓吃。”余
岱霖说，感受时序更迭、万物生长，让她觉
得惬意富足。

每年 9 月，余岱霖会栽下种苗，等草莓
开花时，她就开启预售，按顾客下单顺序发
货，有人甚至愿意为此等待一两个月。通过
网络销售、市集推广、企业团建等渠道，余
岱霖种植的精品草莓为更多人所知。

到了夏秋季节草莓下市，余岱霖会在大
棚外的空地上摆个移动泳池，或者支摊烤
肉，邀请朋友一同玩耍。附近有不少从事大
棚种植的农户，夏天的玉米、秋天的南瓜、
冬天的萝卜，余岱霖总会热心帮忙在网上推
销。乐于尝试种植新品种的余岱霖，也在草
莓大棚角落里种下几样蔬菜，还会把美味跟
街坊邻居分享。

“我现在常常带着草莓去参加活动，也会
和儿子一起做公益。有不少人跟我说，想来
草莓园参观和采摘，再学做一些草莓点心。”
余岱霖说，大家一起做点心，或者熬草莓酱
带回去吃，都是很好的形式。“这样很有氛围，
就是台湾‘开心农场’的概念。”

目前，余岱霖推出了草莓果酱和草莓蛋
糕私人订制。“将来，我想结合西点烘焙，做出
更多草莓制品，和更多人分享甜蜜滋味。”余岱
霖说。

台青余岱霖：

在北京郊区打造“开心农场”
本报记者 张 盼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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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岱霖与儿子在“田 BULA”草莓园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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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借这次展览让四川人民一窥香港日常，非遗没有想
象中那么遥不可及，大家吃到的菠萝包、蛋挞，喝到的港式奶茶，
它们的制作技艺都是珍贵的非遗项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成都
经济贸易办事处（以下简称“香港驻成都办”）主任袁嘉诺近日接受采
访时表示，希望内地同胞观看“今昔——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
后，来香港走走看看，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当天，由香港驻成都办主办的“今昔——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览”在成都开幕。此次展览通过生动的图文视频和展示装置，介
绍粤剧、凉茶、大澳端午龙舟游涌等香港非遗，让更多内地公众了
解香港非遗文化。

袁嘉诺介绍，去年川剧、自贡彩灯走进香港，为香港市民呈现了
一场视觉盛宴，这次的非遗展是“礼尚往来”，进一步加强两地文化艺
术上的了解和合作。“今天的展览只是一个开始，2024年香港驻成都
办会继续不遗余力地促进川港文化交流，推动川港民心相通。”

“从前有的文化，往后不一定有，所有的非遗都值得我们去保护、
传承。”香港八和会馆副会长、粤剧传承人谢雪心表示，粤剧与川剧
都是中国宝贵的非遗文化，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带香港学粤剧的小朋
友来四川观摩川剧。

“成都大街小巷都有香港茶餐厅，原来香港‘舌尖上的非遗’早就
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拍摄多张香港非遗照片后，成都市民张蓉说，孩
子放寒假后她计划全家一起坐着高铁去香港旅游，吃早茶、看舞
龙，进一步了解香港多彩文化。

香港非遗展览在蓉举办——

让更多内地同胞了解香港非遗文化
贺劭清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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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民观看“今昔——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商务部新
闻发言人 9 日就中止《海峡两岸经济合
作框架协议》（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
让的相关进展答记者问时表示，根据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2023年12月21
日公告，自2024年1月1日起，大陆方面
已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丙烯、对二甲
苯等 12 个税目进口产品，中止适用《海
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协

定税率，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自公
告发布以来，民进党当局未采取任何
有效措施，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
反而搞政治操弄，企图栽赃甩锅、回
避责任。目前，有关部门正依据ECFA
相关条款和有关政策法规，研究进一
步采取中止 ECFA 早期收获农渔、机
械、汽车零配件、纺织等产品关税减
让等措施。

商务部回应中止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进展

本报澳门1月10日电 （记者富子
梅） 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地图绘制暨
地籍局获悉，已通过的第2/2024号行政
长官批示，公布最新的《澳门特别行政
区海岸线图》，更新了澳门特别行政区
的海岸线，全长 79.5 公里，比 2018 年公
布的海岸线长度增加了2.8公里。

最新海岸线测量数据显示，澳门
半岛海岸线为 18.5公里、离岛（包括氹
仔岛、路氹填海区及路环岛）为 49.5 公
里、新城 A区为 5.7公里、港珠澳大桥

珠澳口岸人工岛澳门口岸管理区为 2.7
公里、新增的新城 C区为 3.1公里，合
计海岸线79.5公里。

澳门特区政府地图绘制暨地籍局
介绍，本次海岸线更新以 2018 年划定
的海岸线为基础，并以当时确立的海
岸线修测技术规范为依据，对海岸线
进行实地踏勘及全面调查工作，更新
及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海岸线的地理
资讯，满足澳门陆地和海域管理方面
的需要。

澳门特区最新海岸线79.5公里

据新华社厦门电 （记者付敏） 两
岸青年跨界艺术孵化基地近日在厦门
闽南大戏院揭牌成立。

两岸青年跨界艺术孵化基地由厦
门闽南大戏院和台湾广艺基金会共同
建设，双方将利用基地平台，通过
举办“两岸艺术节”“两岸青年艺术跨
界扶青计划”“两岸艺术交流论坛”“两
岸艺术管理课堂”等多种形式的两岸
青年文化艺术交流演出及活动，共同
培养两岸青年人才、孵化优秀的原创
剧目。

台湾广艺基金会执行长杨忠衡介
绍，基地将重点聚焦创作剧目的交流

演出以及艺术课堂的打造构建。
“近10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沉浸

式剧场、科技剧场涌现，表演艺术在不
断演化，艺术与各种技术的界限也越来
越模糊。”杨忠衡说，“之所以叫跨界艺
术孵化基地，是因为我们希望两岸青
年经验的传承或者艺术观念的创新，
都要打破各个门类的界限，在交流中
碰撞出新的火花。”

杨忠衡表示，台湾广艺基金会与
闽南大戏院有十几年的合作历史。“我
们期待通过基地，让更多的两岸青年
发现闽南文化之美，共同打造出更多
优秀作品。”

两岸文化机构在厦门打造青年跨界艺术孵化基地两岸文化机构在厦门打造青年跨界艺术孵化基地

本报澳门1月10日电 （记者富子
梅） 中国与马来西亚相互免签政策落
地实施之际，澳门至吉隆坡航线 10 日
正式开通运营。这是澳门航空积极响
应澳门特区政府施政号召，推动国际
旅客来澳、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
又一重要举措。

澳门至吉隆坡首航仪式 10 日上午
举行。航线开通后，每周有4班航班往
返澳门与吉隆坡之间，逢周一、周
三、周五、周六澳门时间 9 时 40 分飞
吉隆坡，吉隆坡时间 13 时 55 分抵达；

吉隆坡时间 14时 55分飞澳门，澳门时
间18时50分抵达。

10 日晚，澳门旅游吉祥物黑脸
琵鹭“麦麦”在澳门国际机场欢迎首
班飞抵澳门的旅客，其中近 90%为吉
隆坡及其他外籍乘客。澳门航空在
吉隆坡当地同步举行了开航和旅客
欢迎仪式。

澳门航空有关负责人表示，2024
年将根据市场发展和客流动态，开通
更多国际航线，为选乘澳航的旅客提
供更加优质、多元的选择。

澳门至吉隆坡航线开通运营澳门至吉隆坡航线开通运营

新华社香港 1月 9日电 （记者孟
佳） 香港新一届区议会1月1日宣誓就
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9日出席
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很高兴见
到新一届区议会就任一个多星期以来
已经开始展现新气象、新面貌。

香港各区区议会已顺利召开首次
大会。李家超说，区议会回归到香港
基本法要求的非政权性区域咨询及服
务组织的性质，为地区利益服务，不
再泛政治化，而是专注务实。区议员
积极发言，为推动地区经济、解决社
区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李家超说，有区议会主席带领一
众区议员走入社区，探望街坊；也有
区议员不分所属团体或自身界别，一
同摆街站听取市民意见，帮市民排忧
解难。各区区议会将在农历新年前与

当区关爱队合作，推出一系列关爱大
行动，向区内长者以及有需要人士送
上关怀和支援。

李家超表示，完善地区治理体系把
“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到特区治理的
各个层面，重塑后的区议会是一个有素
质的区议会。他在区议员宣誓仪式上致
辞，要求每一位区议员都做到知责于
心、履责于行，切实回应市民的托付，为
市民解决地区的各种问题。期待区议员
尽快展现成绩，为社区带来改善，用
实际行动回报广大居民。

为了带动地区经济，香港各区将
在1月至5月举办一系列活动，以“日夜
都缤纷”为主题，展现地区特色，弘扬
传统文化，带动节日气氛。各区区议
会将成立专责工作小组协助推展有关
项目。

李家超：

香港新一届区议会展现新气象新面貌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需求，大力
发展特色蔬菜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图为榕江县车江坝区蔬菜
基地，群众忙着采收、分拣新鲜时令蔬菜，准备运往粤港澳大湾区销售。

周光胜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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