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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最高峰大芹山孕育着一条古老而美丽的溪流，它流经
福建漳州平和县西南广阔的山村绿野，养育了一方百姓，大溪
镇因此得名。提起福建大溪镇，不少人就会联想到滑嫩爽口的
大溪豆腐。这里的豆腐与当地的米粉、铸锅并称“大溪三宝”。
在海峡对岸的台湾桃园县，也有一个“同名同姓”的大溪镇，那
里的大溪人大多是从福建平和大溪镇迁徙而来，他们也从大陆带
去了谋生的“三件宝”——铸锅、豆腐、米粉。

同名村落传承家乡“三宝”

初夏的清晨，在福建平和大溪镇庄上村一个豆腐坊里，村民叶
万福正忙碌着。“我们大溪的水质好，做豆腐采用的是传统工艺，
坚持用卤水，做出来的豆腐特别鲜嫩、柔软，且有韧性，很受客户
喜爱。”叶万福说，他的作坊每天浸泡 75 公斤黄豆，制作 300 块豆
腐，因为质量好，常常供不应求。

一块块大溪豆腐，也把隔海相望的两个大溪镇紧紧地连在了一
起。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大溪镇江氏始祖江肇元的裔孙江士
印、江士香、江士根三兄弟迁徙到台湾桃园县大汉溪畔，聚族而居，
并将“大溪三宝”制作工艺带到了迁徙地。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

“根之所在”，江氏族人把在台湾的聚集地也定名为大溪镇。如今，桃
园大溪镇的豆腐在岛内远近闻名，并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朝着休闲食
品产业大步迈进。

村同名，祖同根，文同源。在去年的海峡论坛上，平和大溪镇与
桃园大溪镇签署了《闽台同名村镇合作意向书》。平和大溪镇镇长张崇
木向台湾乡亲发出邀约：“欢迎乡亲回乡投资，将台湾先进的豆腐深加
工技术融入平和大溪豆腐的制作中，提高大溪豆腐的附加值和影响
力，续写两岸合作的新故事。”

两岸大溪流淌的宗亲血脉

如今，每逢有台胞回平和大溪镇寻根谒祖，大溪豆腐就成了乡亲
们款待台湾宗亲的必备佳肴。台湾海基会前董事长江丙坤2006年携夫

人与长子返乡祭祖，大溪镇乡亲就用香嫩可口的大溪豆腐等款待江丙坤一行。
为实现家族寻根的愿望，江丙坤从家中“神主牌”上写的“平和”二字着手，查到了桃园县

大溪镇，之后，通过那里的江姓族人供奉在“济阳堂”宗祠里的“平和肇元公”，找到了江姓族
谱。原来，台湾桃园大溪镇江氏族人的先祖是来自于“漳州府平和县大溪镇”。后经多方打听、核
实，江丙坤终于确认了他的祖籍地在平和县大溪镇江寨村。

2006年 5月，江丙坤一行踏上了魂牵梦萦的寻根路。在平和县江寨村的“济阳堂”宗祠内，
江丙坤一行按照客家风俗，为祖先献上鸡、米饭等祭品，向先祖进香叩拜，“终于找到自己的根
啦！”回乡时，恰逢江氏宗祠重新修葺，江丙坤为祠堂题词“梦笔堂”，赠送亲笔签名书，并出资
建学校，设立奖学金。

清清大溪水，悠悠两岸情。闽台之间虽有一道海峡相隔，却挡不住两地乡亲交流往来的步
履。近年来，台湾的江氏宗亲、吴氏宗亲、叶氏宗亲等，纷纷回到大溪镇认宗祭祖。发源于闽
南第一高峰大芹山的大溪水、仙气干云的灵通山，成了不少台湾宗亲心驰神往的故园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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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厦门电（林靖东） 中华海峡两岸茶
文化季大型系列活动之茶王赛，5月27日以
福建红茶的评审会在厦门开赛。台湾苗栗市
市长邱炳坤专程跨海相挺，邀约大陆茶界朋
友7月在台北“不见不散”。

由中华海峡两岸茶业联盟、中国乡镇企
业协会、台湾中华两岸跨业联盟总会、福建省
海峡经济文化协作交流中心等两岸机构携手
主办的此次大型系列茶文化活动，自今年4月
启动以来，以“普及茶知识，推广民众茶、放心
茶”为主题，而当天开赛的茶王赛，是两岸茶
文化季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邀作为两岸茶界深度合作发展见证人

的邱炳坤表示，很荣幸能代表台湾苗栗民众
前来厦门见证茶王赛开赛。台湾茶叶来自大
陆，苗栗地区新兴乌龙茶的变种东方美人
茶，去年与大陆正山小种红茶进行过一次深
度合作，通过联合研发拼制出一款兼具红茶
与乌龙茶口感的新型红茶，深受欢迎。

当天象征两岸茶王赛开赛的福建红茶评
审，征集逾 120种红茶茶样，由专家组现场
全透明评审，甄选出品相、口感、香气俱佳
的30种红茶茶样进入决赛，7月底在台北参
加茶王总决赛。

邱炳坤说，今年茶文化季的茶王赛的红
茶分赛是在大陆举行，明年苗栗市拟与中华

海峡两岸茶业联盟携手在两岸同步进行红茶
比赛，借助两岸茶业联盟的跨界平台，继续
双方红茶的深度合作，希望两岸茶界携手，
促进茶业多赢、多元的发展。他还热诚邀约
大陆茶界同道有机会多到台湾走一走、看一
看。“7月底茶王赛决赛时，我们相约台北，
不见不散。”他说。

两岸茶文化季活动包括两岸茶王赛，两
岸寻根、寻礼、寻茶文化之旅，两岸茶产业
健康安全论坛，茶王慈善公益拍卖等系列活
动。这是迄今两岸茶界携手举办的一次规模
最大、规格最高、参与品种最广的交流活
动。

两岸茶王赛厦门开赛
台湾苗栗市长跨海相挺

1989 年 5 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厦门海沧台商投资
区，成为大陆设立最早、规划面积最大的台商投资区。
厦门台商协会会长陈信仲说，由于海沧良好的投资和居
住环境，台商招得来，留得住，海沧成了台商的第二个
家。从政协委员、涉台法庭陪审员，到小区业主委员会
主任、社区义工，台商纷纷参与到海沧的建设中，甚至
连路边一棵树的主人也可能是一位台湾人。

这里的台商“意见”多

海沧湖，碧波荡漾，台资企业钢宇工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鉴育，常常骑自行车沿湖骑行，每次骑车他都特
别高兴，因为这车里有自己的“金点子”。去年，第 4
次厦门台商双月座谈会上，李鉴育提出增设观光自行车
道的想法。这个提议被提交到了海沧城建集团，不到半
年，一条宽敞的沿湖自行车道就诞生了。

“我们海沧区的台商有一个特点，就是爱提意见。”
陈信仲说，在海沧，不少台湾人是一家 3口甚至一家 3
代一起在这里工作生活。既然把这里当成家，就会亲自
参与打理。

陈信仲是两届厦门市政协委员，在世界各地闯荡多
年的他总爱拿国际标准来衡量眼前事物。看到海沧大桥
常堵车，去年的政协会议上他就建议，参照国际标准，

3个线道要区分行车，内线走小车，外线走大车，违者
罚款。没多久，陈信仲公司的大巴车因为走内线被罚了
150元。陈信仲很高兴，没想到自己的意见被采纳执行
得这么快。

房前屋后的小事，台商也积极参与，并且乐在其
中。

台资企业元保运动器材公司认捐了海沧两支农村文
体队的活动器材，市台商协会副会长罗崇毅在海沧湾公
园认养了 8株垂榕，认捐了 5辆公共自行车。全国台企
联常务副会长曾钦照说：“我们把家安在这里，当然有
义务把这里建得更美丽。”

义工队伍在扩大

每周三的下午，台胞王欲荷都会到海沧区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辅导站，为来访的孩子和家长做心理咨询。周
末，她还会去海沧阳光阅读花园做孩子们的“故事妈
妈”，从口袋里变出自制的小玩偶，常常引来孩子们的
欢呼。在台湾，王欲荷已经做了十几年的义工妈妈。前
两年，一家人搬到厦门居住，安顿妥当后，王欲荷想到
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操旧业”。

对王欲荷来说，当义工已经是一种习惯。这几年随
着台商的不断增多，台胞义工也开始在海沧蓬勃发展起

来。最初，是几个台商太太到长庚医院做义工。人数逐
渐增多后，2009年，长庚医院义工队正式成立。此外，日月
谷温泉酒店、君龙人寿等多家台企也成立了台胞义工队，
志愿服务活动包括赈灾演出、探望孤寡老人等。海沧的

“台胞义工志愿行”成为目前大陆唯一的台胞义工品牌。
去年，海沧率先在福建省出台《志愿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提出借鉴台湾相关经验，推出义工培训上岗和
奖励制度。今年4月，海沧成立了两岸义工交流合作工
作室。如今，“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的义工理念正随着

“台胞义工志愿行”的足迹，在海沧开枝散叶。

海西新鲜事海西新鲜事

爱挑刺的邻居爱挑刺的邻居 送玫瑰的义工送玫瑰的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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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8
日，福建泉州
边 防 检 查 站

“ 校 外 辅 导
员” 与驻地
小 学 开 展 了

“快乐六一 放
飞 梦 想 ” 活
动，通过赠送
学习用品、讲
授文明礼仪、
开展互动游戏
等方式，播下
正 能 量 的 种
子，帮助孩子
放 飞 心 中 梦
想。

图为边防
官兵与孩子们
联欢。

洪燕森摄

随着夏季的到来，5 月 27 日，福州边检站开通“闽台
直航优检通道”，为台轮优先办理入境手续，确保天气炎热
环境下农副产品快速通关。

图为边检人员登船为台湾“康平”轮办理相关手续。
金玲玲 陈 川摄影报道

为台轮开通优检通道为台轮开通优检通道

快乐快乐““六一六一””放飞梦想放飞梦想

海外侨领福州论坛将举行

本报福州电（陈文荣） 由世界越棉寮华人中国和平促进
会主办、福建省政府侨办协办的“2014年海外侨领两岸福州
论坛”将于6月10日至12日在福州举行。

世界各地越棉寮华人有200多万人和200多个社团。世界越棉
寮华人中国和平促进会由中国政府官员及部分海外代表组成，成
员 300余人，该组织号召全球华侨华人支持一个中国，反对“台
湾独立”，反对一切分裂中国的言行。

据悉，即将举行的本次论坛，还将举办中国
书画万里行长卷展、海峡两岸雕刻艺术大展和两
岸僧团为民族振兴大业圆融奉献祈福法会等活动。

平潭岛海峡大桥复桥交工

本报福州电（谢星星、吴丽霞）据福建省交通
部门消息，平潭海峡大桥复桥顺利通过交工验收，
具备通车条件，最快将于30日12时正式通车。届时
将与平潭海峡大桥形成双向6车道的跨海通道。

据介绍，平潭海峡大桥复桥于 2010年下半年
正式动建，位于平潭海峡大桥南侧，为同跨径、同结构，两座桥
梁也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姊妹桥”。复桥全长6.001公里，其中主
桥全长3510米、宽17米，复桥通车后将承担进岛功能，原来的平
潭海峡大桥则负责出岛。届时，福清龙高半岛与平潭之间海面将
呈现一幅“双龙过海”的壮观景象。

新建远洋冷藏运输船下水

本报福州电（吴洪、陈水根） 福建长丰渔业有限公司
“福远渔冷 36”冷藏运输船舶，日前在福建“中正船舶重
工”建成并顺利下水。该船总长 91.50 米、船宽 14.30 米、

船深 7.70 米、主机功率 1912 千瓦，将主要航行于太平洋公海，
是福建省第一艘远洋冷藏运输船。

据了解，福建现有的从事远洋渔业运输的冷藏船舶，不是
从国外购进的二手船舶，就是老旧船舶改装的冷藏运输船舶。

新建的冷藏运输船填补了该省自主设计、建造此
类冷藏运输船舶的空白。

泉州市对台小额贸易向好

本报泉州电（刘益清） 今年一季度，福建泉
州以小额贸易方式从台湾进口的食品和农产品达
237批、货值651.46万美元，同比均有增长，并创
下同期历史新高。

对台小额贸易集中的晋江围头港，今年上半
年尽管航次与去年持平，货值却大增。

目前泉州有崇武、石井、深沪、围头、祥芝等多个对台贸
易停靠点，各贸易点对台小额贸易产品以杂货为主，包括各种
海产品、机械零配件、化工原料、纺织原料等在大陆的台企生
产、维修过程中急需的消耗品，商品进口后，被快速运往福建
各地及广东、江苏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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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电（李向娟） 今年，福建省加快台湾农民创
业园建设。据悉，加快措施包括：引进推广台湾农业新技
术、新品种和经营管理新方式，推进漳浦兰花大世界、漳
平永福花都、清流海西花卉电子交易中心等一批重点项
目，确保完成重点项目10个以上，年度投资5亿元以上。

此外，该省实施 10 个闽台农业合作推广示范县建设，
集中推广台湾农业良种及配套技术，建立一批水稻、蔬
菜、水果、水产、食用菌、茶叶、花卉、苗木等高标准的
台湾农业良种及配套技术推广示范基地等。

福建加快台农创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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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沧开发区建设日新月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