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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周刊

! 月 "! 日晚，在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的台湾农
民创业园“海峡书屋”里，"# 多位台湾农民吃完晚
饭，又像往日里一样聚集在这里读书看报。福建省首
家面向台湾农民的精品书屋———“海峡书屋”开放半
年来，每天会吸引数十名在仙游创业的台农。

目前，仙游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内，有山益、
亿松、摩天岭、庆丰、中富、南阳、富盛等数十家台
资“农字号”，主要从事台湾农业优良品种引进繁育、
水果种植、畜牧业养殖等现代高优农业生产和加工。
其中，重点开发种植台湾甜柿基地 $%&万亩，是大陆
最大的台湾甜柿基地。“海峡书屋”作为福建省闽台
出版交流合作工程项目之一，专门在仙游、漳浦、漳
平、清流 !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规划建设。

去年，莆田市委、市政府将“农家书屋”建设工
程列为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设资金专款专用，全力推
动对接，在全省首家完成“海峡书屋”项目的报批等
前期工作。该书屋依托仙游台湾农民创业园管委会，
由仙溪乡讯社负责规划建设，面积 "$#平方米，包括
图书室、阅览室等，按二级图书馆的等级进行规划建
设，分 '年实施，每年按照图书馆装备用书推荐书目
进行购书馆藏。当地莆田市边防支队还启动“警民议
事”工程，以 "#"名民警兼任村官为平台，发挥“村
官”和“警官”的双重优势，警务村务两不误，并将
莆田市图书馆设立的协作分馆充分运用起来，把与群

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养殖、法律、科普等书籍配送
到周边村庄轮回传阅，带动了村民学科学、用科学的
热情。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今，该“海峡书屋”书
籍有上千册，内容涵盖文学、历史、农业科技、人文
地理、医疗保健等几十种类型，由专职的工作人员来
管理，做好日常的开放阅览、借书登记、书籍整理等
工作。由于“海峡书屋”做到高起点建设，标准化、
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加上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该
书屋正成为在大陆创业的台湾农民文化生活“阵地”。
“读一本好书，可能改变一个农民一生的命运。

台湾农民在‘家门口’致富，也拉近了两岸亲情，沿
着这条路走下去，活了经济，富了海峡两岸农民，大
伙儿生活都很有奔头。”在“海峡书屋”担任过志愿
者的莆田边防支队警官种天时说，自从办起该书屋，
打牌、斗嘴的少了，看书的多了，来创业的台湾农民
对大陆的文化环境印象更好了。

据悉，“海峡书屋”各类书籍品种齐全，每天前
来读书看报或者借阅的台湾农民络绎不绝，除了吸纳
各类涉农技术的“理论粮食”，还丰富了业余的精神
文化生活。特别是十八大召开以来，这里变得更加热
闹了。许多台湾农民在认真关注时事，多方解读相关
涉及经济政策的内容，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大陆
的“好政策”告知在台湾的亲朋好友。

台湾农民青睐海峡书屋
吴 志 林建明

!月 "&日，多日阴雨后，厦门迎来了久违的阳光。家在中山公园附
近的杨先生很高兴，因为这阳光让他家的光伏发电站可以多发电了。杨先
生是福建省第一个拥有个人光伏发电站并接入电网的居民。他的发电站 !

月 "#日并入电网以来，运行稳定，已向电网输送 $#多千瓦时的电。
杨先生的家是四层老式别墅。在楼顶，两面蓝色的太阳能板固定在三

角支架上，朝南面平行排列（上图）。“朝南方向布置，太阳能的利用率
最高。”杨先生说，他以前去过德国，看到当地很多房子屋顶上装有太阳
能板，回国后也想利用太阳能发电。看到国家出台支持政策后，他就前往
国家电网厦门电业局申请，电业局派技术人员跟他对接，办好并网手续。

杨先生打算分两期安装太阳能板。“这次大概投入两三万元，建了第
一期工程，容量为 $%&千瓦，接下来考虑再建 (%&千瓦，发电能力达到 "#

千瓦。”杨先生说。
并网后几天，虽然厦门多是阴雨天，但发电效果还不错。“最高一天

发了 (度电，!月 "#日中午到 "& 日上午一共发了 $" 度电。”杨先生说：
“如果是大晴天，发电量可达 "#度以上。”

据了解，包括杨先生在内，目前厦门共有 '户居民在实施个人光伏发
电项目。电力部门对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态度是“支持、欢迎、服务”，全
额收购项目的富余电量。厦门电业局智能用电项目相关负责人黄舒宁说：
“像杨先生这样把电卖给国家，可申请相关的政策补贴，最终每度电可以
卖到一元钱。

私家发电卖给了大电网
林世雄 蒙少祥 徐福兴文/图

来自海峡两岸的50多位木雕好手日前

齐聚莆田，参加第五届“艺鼎杯”中国木

雕现场创作大赛。他们在限定的10个比赛

日内现场创作，谱写“雕刻传奇”。

“艺鼎杯”中国木雕现场创作大赛由中

国工艺美术学会主办，大赛分为个人赛和

团体赛，旨在促进中国工艺美术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和海峡两岸同行的交流合作。

图为4月12日的创作大赛现场。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两岸木雕好手“论剑”莆田

本报厦门电（吴在平）为期 !天
的第十七届台交会日前在厦门闭幕。
本届台交会共吸引来自 '' 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 '(### 名客商参会，其中，
参会台商约 $'## 人。大部分参展企
业现场接到不同额度的销售订单或达
成合作意向。

台交会组委会今年立足两岸市场
需求和投资趋势，推出三场项目对接
活动。海峡两岸投资贸易对接会共有
") 家台湾企业和近 "## 家大陆企业
进行对接洽谈，达成合作协议 "&项；
精品项目路演推出 (个招商项目，共
有七匹狼创投等 '# 多家知名的投资
机构参会；$#"' 两岸照明采购对接
会邀请近 "##家参展商、两岸知名企
业进行“一对一”的采购对接洽谈，
现场达成约 )### 万美元的意向采购
订单。

台交会对接
成果丰硕

本报泉州电 （邓志新） ! 月 ")

日，福建泉州边防支队在晋江市捣毁
一个大型制售假名牌运动鞋的“黑窝
点”，涉案总值近千万元人民币。

近期泉州边防支队获悉，在晋江
市陈埭镇一带有假冒注册商标“黑窝
点”。边防官兵立即乔装前往侦查，
发现陈埭镇一加工厂大门紧闭，人员
却经常进进出出，晚上时常有货车装
货运载，形迹可疑。当日，支队会同
公安、工商等部门开展统一执法行
动，在此捣毁一条用于生产假冒运动
鞋的生产线，当场查获假冒国际知名
品牌运动鞋 !### 多双，扣押大量未
成型的辅料和生产订单。

本报厦门电（周思明）海峡两岸
贸易中心日前在厦门国际航运中心揭
牌，标志两岸贸易中心总部 （一期）
正式投入运营。

两岸贸易中心是厦门深化两岸交
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的重大载体之
一，目标是通过台湾商品大陆营销中
心、区域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两岸服
务贸易大陆服务中心的建设，打造贸
易体制创新实验区和两岸国际贸易合
作示范区。中心总部分两期建设。一
期投入运营后，将为入驻的台湾商协
会、企业提供一站式公共服务及商务
配套。有 "! 家台湾商协会和企业明
确入驻。

两岸贸易中心
厦门揭牌

泉州晋江捣毁
假鞋窝点

今年 &$岁的张祥熤是福建尤溪县梅仙镇南洋村的农民，过去一直在
外开矿。$##!年，他看中了一个名叫佳坑的老矿山。不过，这次他不再
是开矿，而是在老矿山种植花花草草，并取名“百桂山庄”。* 年多来，
老张已陆续投入 $###多万元营造山庄，还把家搬到这里，搬到这个绿意
盎然、生机勃发的迷人的世界。

说起为何当起庄主，张祥熤笑道，自己靠开矿赚了一些钱，却总是感
觉找不到想要的生活。$##! 年，他在浦城一位种植桂花的朋友家里住了
几天，心头忽然一亮：返乡种树，建个生态山庄，不正是自己想要的生
活？

那一年，张祥熤就回到南洋村承包了那片无人问津的老矿山，搭起小
工棚，带着儿子开荒种树。几年下来，他种活了一批桂树，还先后种过芙
蓉李、蜜柚及麻竹、毛竹，或因市场行情不好卖不出钱，或因遭遇恶劣气
候减了产，亏了近百万元。
“我坚持住了。”张祥熤摸着手掌的厚茧说，苦了好几年，后来在专家

的指导下，慢慢地积累了种树经验。
这些年，张祥熤投资 "###万元种植桂花、茶花等 "%)万株，投资 '##

多万元办梅花鹿养殖场，投资 !##多万元修建游泳池、篮球场……前年，
还盖了 '幢楼房，一幢自家住，另外两幢准备办“农家乐”。他说：“按
行情，山庄的 !##亩桂树价值已超过 '###万元。‘农家乐’也快开张了
……若干年后，就可以还清目前的八九百万元债务。”

百桂山庄去年被福建省林业厅评定为三星级“森林人家”；今年初，
被省农业厅认定为“福建省休闲农业示范点”。干起生态山庄，张祥熤的
生活越来越有奔头儿了。

老矿山变身生态山庄
项裕兴 张德遴 邱慧敏

前几天，一位热心网友制作的“中国顶级

小吃之都”排名出炉，在网上引起不小争议。

福建小吃品类众多，却只有厦门以 75分上榜，

在 15座小吃之都中位列第 12位；沙县和福州

的拌面、扁肉、鱼丸、肉燕很出名，却根本无

缘榜单。八闽网友很是不服，有人吐槽排名数

据取自台湾网站，不科学。福建当地媒体也特

别采访美食家，为福建小吃正名鸣冤。

排名是否科学暂且放在一边，福建特色小

吃再次被排除在关注视线之外，引人深思。沙

县小吃为代表的福建特色饮食早就蜚声海内，

但总也难登大雅之堂。没有品牌、餐饮环境差、

品质低端，这些评价一直与“沙县小吃”如影

随形。多年前，“沙县小吃”的拥趸就关注这

些美味的困境，为此提出的各种建言和反思不

时见诸报端。多年过去，这些小吃们困境依旧。

虽然也出现一些连锁品牌，但提到沙县小吃，

就令人想起市井内一间间局促的门面，在北上

广这样的大城市，讲到福州小吃、泉州小吃，

更不知道为何物。

本次评选，台北以99分登“小吃之都”榜

首，虽然排名数据来自岛内，有瓜田李下之嫌，

可台湾小吃在自主特色种类、知名度、创新精

神、外地人适应度、外埠扩张和市场化等方面，

的确难遇对手。

台湾和福建一海之隔，不少台湾小吃就是

福建小吃。可台湾小吃就是人气鼎盛，去台湾

夜市品尝小吃也成了赴台游的常规项目。福建

幅员辽阔，可“沙县小吃”们就是做不过台湾

小吃，何解？

台湾气候适宜，食材新鲜易取，此其一；

岛内地域狭小，商家竞争激烈，不以新鲜美味

吸引回头客便无立锥之地，此其二；1949年国

民党迁台，各省人士带去家乡美食做法，几十

年相互杂糅沉淀，留下的美味绝对经得起市场

检验；还有一点，就是大陆最欠乏的，行会、

社团在其中作用不小。

在台湾，各行各业都有协会。农民参加农

协、“运将” （出租车司机） 参加计程车工

会，就是美发师也有自己的组织。即便自由市

场、小吃夜市，大家也并非一盘散沙，而是由

统一的民间组织进行规范。在台南因为市场零

散，一些夜市是流动的，一三五在这里做生

意，二四六就搬到了另一处。这时，社团、协

会出面，一起租车搬家，既分摊了车费成本又

能兼顾各处市场，不必局限一地坐守生意上

门。

协会、社团对内协调，对外就代表集体主

张利益。去年，台北市林夜市曝出质量和价格

问题，跳到台前进行危机公关的，正是夜市商

户的协会。

夜市小吃何以做出品牌，市场怎么能做这

么大？发展行业组织抱团取暖功不可没。反观

福建小吃，一盘散沙各自为战，缺乏整体构划。

这次“小吃之都”排队，厦门和台北差了 24

分，我想在这里也有原因。

24分差在哪里？
王 昭

海西时评

本报宁德电 （王国萍、黄琼芬、
黄光亮）日前，海峡两岸民族乡镇发
展交流会在宁德市霞浦县举行，当天，
闽台 +个民族乡镇签订协议，结对互
助发展。这 +个民族乡镇是：霞浦县盐
田畲族乡和台湾屏东县雾台乡，霞浦
县崇儒畲族乡和屏东县玛家乡，蕉城
区金涵畲族乡和南投县仁爱乡，福鼎
市佳阳畲族乡和屏东县春日乡。

不少沙县小吃菜单只是一张目录，没

有主推菜品图片，缺乏品牌推广意识。

闽台民族乡镇
结对发展

八闽新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