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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宝地”种有机

53岁的林云飞毕业于台湾嘉义大学农经专业。为了
实现他的大陆“有机梦”，林云飞2010年举家迁往四川西
充凤鸣镇双龙桥村，一心一意挽起裤腿当起了农民。

他在考察中发现，西充当地的空气和水质非常适
合发展有机农业，但土质却让人挠头——雨天成烂
泥，晴天硬得像石块，没啥养分不说，重金属等还严
重超标。台湾农会的专家来看过后，建议他直接放
弃。但犟脾气的林云飞选择了坚持。他起早贪黑蹲田
坎背泥巴，挨个地块做检测，随后开始了整整 3 年的
土地复育工程。

“第一年种花系，次年十字花科蔬菜，第三年栽豆科
类，不断改良土壤。”林云飞说。跟4000亩土地“斗”了3年，
奇迹出现了——原来硬邦邦的土地在波斯菊、芥蓝和多种
微生物共同作用下，已变成富含有机物的“宝地”。

3 年间，仅整地和改土就花掉 1000 多万元。但林
云飞从未让任何农产品进入市场，而是不惜打碎成
肥。“我不心疼不后悔。”林云飞说，做有机是做良
心，园区所有农产品将进行欧盟认证，消费者糊弄不
得。他在台务农多年，熟稔日本和美国加州的有机村
商业模式，而大陆有机农业搞得较好的地方也考察
过。知己知彼，他心里有了底气，提出要打造大陆

“有机农业第一村”。如今，土壤改良工作完成，林云
飞果断迈出了量产步伐。

当年筑巢引凤的西充林业局长严昭裕，也成了林
云飞的“粉丝”：“这是我见过的最实在、最讲品质、
观念最先进的农民。他用他的理念、技术和执著，影
响、改变西充的有机农业的未来。”有人说，面对大陆
有机乱象层出不穷，林云飞这个外来“和尚”执著地
念着有机“真经”，其专业态度和市场远见，都值得尊
重和学习。

不种粮食种草坪

“等到花期来临，这里会遍布薰衣草，水池里用石
头叠成心型，还有荷兰风车和稻草人。”从台湾桃园来
到苏北小镇淮阴的农艺专家张恭宾，想把台湾偶像剧

《天国的嫁衣》 和 《绿光森林》 中的景色“复制”过
来，将他们的农场变成婚纱摄影外景地和农业创意观
光园。“我们的种法你们肯定没有看过。”张恭宾的语
气颇为自豪。

在台湾，农场并不单纯生产和贩售作物，而是将
营业重点放在休闲旅游、景观上。张恭宾从台湾带来
的麦秆菊，不仅可以作为观赏花，还可成为 DIY工艺
品的材料。“麦秆菊是台湾的品种，采下来就是干花，
小朋友可以用保丽龙 （一种塑料） 刻出动物造型，再
用麦秆菊做插花。”不仅如此，张恭宾还将大量的土地
做成草坪，本地收来的秸秆扎制成泰迪熊和招财猫的
造型。

当地农民不解，一亩地能种不少粮食，这么大片
土地做草坪多浪费！？张恭宾说：“人们来这里，品尝
我亲手做的玫瑰奶茶，吃台湾甜瓜，小孩子可以在草
坪上玩耍。我想把这种生活方式带到淮安，而不是简
单地种菜卖菜。”

类似张恭宾这样的台农，其思维和理念如同鲶
鱼，“搅活”了这个苏北小镇。淮阴区码头镇镇长吴军
涛介绍说，码头镇本来有个钓鱼场，盈利方式单一，
开了几年就经营不下去了。近两年，经营钓鱼场的老
板看到台商农场大受启发，修葺了小木屋、垂钓台，

“这几天正准备重新开张。”当地人也觉得台湾同行的
想法很新奇，主动找上门来，如今五六十位当地农民
吃上了“台湾粮”，成为了这里的员工。下一步，张恭
宾还准备跟当地农科院校合作，将“台湾经验”悉数
传授。

茶树“喝”豆浆的“秘密”

福建漳平的永福台湾农民创业园里，漫步茶山，
满目葱翠，除了清幽的高山茶香，茶园里竟还有一丝
淡淡的豆香。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是台湾农民在给茶树浇灌“豆浆”。李志
鸿是第一个将这项技术引入永福的台湾农民。他的

“豆浆”加工厂，坐落于种满奇花异树的山顶，厂房附
近，有机肥堆成了小丘。李志鸿介绍说，“豆浆”是由
新鲜黄豆添加生物益菌、红糖等发酵制成，稀释后通
过喷灌设施接引到茶山各处，再由人工浇灌茶树根
部，一年浇灌近十次。剩下的黄豆渣也是上好的有机
肥，可再为茶树提供“营养大餐”。

李志鸿解释，添加了生物益菌的“豆浆”可以充分分解
有机质，给茶树提供易于吸收的植物性高蛋白氨基酸。经

“豆浆”浇灌后，茶树不易得病，而且叶片会更加肥厚，可采
周期也由原来的六七天延长到十多天。而制作出来的茶
叶，滋味、香气均明显提升。更重要的是，生物益菌能够抑制
病菌、净化土壤，可将对土地的污染降到最小。

台湾在发展农业科技方面，相较大陆有着显著的优
势，比如豆浆浇灌技术就源自台湾。然而由于台湾人
多地少，个体农场面积多在100亩以下，山地水利系统
也不完善，无法实现大面积喷灌。“豆浆”制作好后，
若以人工肩挑手提的方式浇灌，其成本比“豆浆”还
贵。

在永福，茶树可以规模化种植，茶山上都建有密集
的喷灌系统，这样一来“豆浆”灌溉就能够大面积施行。
台湾茶协会理事长张连发看到此景，曾感慨道：“用‘豆
浆’浇灌茶树，是台湾农民做梦都想做却做不成的事。台
湾茶叶发展的瓶颈，正好都是大陆茶叶的优势所在。”

手携科技利斧，结合在地化优势，李志鸿们在大
陆发展得风生水起，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园地。

香港人生活工作节奏快、压力
大，而且香港人均住宅面积非常小，
有不少家庭三代人蜗居在 30 多平方
米的小房子里。按理说，如此忙碌和
憋屈，心情可能不太好。但据世界银
行统计，截至 2014 年，香港人平均
寿命全球第一。香港女性平均寿命
86.7岁，打破了日本女性多年来保持
的全球最长寿纪录；男性平均寿命则
为80.5岁。在节奏快、压力大、住房
挤的条件下，港人平均寿命竟这么
高，有人觉得不可思议。其中奥秘究
竟是什么？

公共医疗服务贴心

在现代医学看来，人类长寿主要
依靠两方面因素，一是社会的医疗水
平，二是人们的生活习惯。香港人的
长寿，其公共医疗系统有一定的功
劳。

香港沿袭英国式的全民健康服务
制度，不容病人因经济困难而无法就
医，政府为此承担大量医疗开支，
2013-2014年度港府的医疗开支就占
经常性开支的近20%。

香港人如果患重病，在公立医院
住院每天仅需100港元，即便是大型

的恶性肿瘤手术、心脑血管手术也一
样。患者支付的100港元仅占医疗成
本的 3%，差额由政府对医院进行补
贴，如果病人经济困难，甚至连这
100港元也可以减免。在日常保健方
面，公立医疗系统的例行儿童保健、
学生保健、老人体检和慢性病治疗、
疫苗注射等费用，则大多为免费。

就职于香港某媒体的上海人翁晓
莹前段时间因骨折住院，深度体验了
一番公立医院的“贴心服务”。6 人
一间的病房备有两个盥洗室，病床之
间用布帘隔开。除探视的两个小时
外，病房里非常安静。每隔一段时间
护士便会进来巡房，通知病人打针、
吃药、进食、测量体温和血压，询问
是否有上厕所的需要。住院费、打石
膏、两次X光检查、诊费、药费以及
一日三餐和点心牛奶等一切费用总计
100港元，去付款时她甚至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和护士确认了好几次。

名医周薪可达百万元

在香港，医生属于社会的精英人
群，香港执业医生大都是博士学历，
而且要么是从香港大学或香港中文大
学的医学院毕业，要么在英联邦国家

深造过，专科
医生的学习时
间更长达十几
年。高投入带
来了高回报，
香港的名医常
被戏称“月球
人”甚至“星
球人”，即月
薪甚至周薪可
高达百万 （香
港俗称 100 万
港 元 为 “ 一
球”）。

同时，医
疗系统对医生
监督很严苛，
任何小小的过

失都有可能会让医生永久失去行医资
格，比如开了贵药给病人可能会面临
最高7年的监禁。严厉的惩罚加超高
的收入，医生不敢也没有动力从病患
身上捞黑心钱，这使得就医环境纯
粹，较少产生激烈的医患矛盾。

在新药物和医疗设备的引进、药
品价格和质量控制、保险类投资产品
开发等方面，香港也与世界接轨，市
民生病后住得起院、买得起药、治得
好病，寿命自然多了一层保障。

万一突发状况，由于香港城市狭
小，救护车 90%都能在 12 分钟内到
达，大量心脏病和重伤者在“黄金时
间”内得到抢救。地铁站、商场等人
流密集的公共场所，还配置了心肺复
苏器等设备。

中西食补轮番上阵

除了医疗救助得力，香港人长寿
还离不开其特色养生饮食文化。

虽然健身在港不太风靡，有运动
习惯的港人不到 5%，但中医药在香
港非常普及，饮食保健技能也是“人
人必备”。香港中医学会会长汪慧敏
说，跟其它地区相比，港人更愿意花
钱去购买人参、灵芝、花胶、燕窝等
名贵药材用于日常饮食，因此获取营
养更丰富，“同年纪的香港女性，经
常比内地的女性看上去年轻10岁”。

香港还有逾 6500 名注册中医师
在各个社区的药店中驻诊看症，或在
街道旁自营小型诊所。街旁小药店
中，也摆满了正冒着泡的中药药煲和
新鲜未经炮制的中药材，港人爱煲的

“老火靓汤”和凉茶、糖水等，就多
来自这些生草药铺。有中医表示，除
了孕产妇、中年妇女、老年人是常客
之外，现在越来越多 30 岁以下的年
轻人也定期看中医，选择不同的药材
和季节调理进补。

除中医保健养生外，不少西式食
疗也有大量追随者。例如以亚麻籽油
加茅屋芝士以及素食来调养身体的

“布纬食疗”就正当红。

据新华社澳门 8月 12日电 （记者刘畅） 11 日
晚，“中华亲情·历史不会忘记——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大型晚会
在澳门举行。来自内地的数十位艺术家与 3000多名
澳门市民共同缅怀祖国人民与港澳台同胞、华侨华
人携手走过的那段峥嵘岁月。

晚会在大合唱 《黄河船夫曲》、《保卫黄河》 中
开场。两首曲目的演出者为“港澳华侨合唱团”，队
员们或从海外归来落户港澳，或仍常住海外，但共
同的赤子之心，让他们唱出了中华儿女众志成城、
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

据悉，本次演出由中国侨联、世界晋江同乡总
会、香港侨界社团联会共同主办。中国侨联主席林
军在致辞时说，“在抗日战争中，广大海外侨胞、港
澳台同胞，同祖国人民风雨同舟、休戚与共。他们
或通过无私援助共赴国难，或回国参战，血洒疆
场，以实际行动展现出宁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气节
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在爱国主义旗
帜下所凝成的全民族的团结，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的重要因素，也是那段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
精神遗产。”

世界晋江同乡总会会长、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
陈明金表示，“祖国苦难，我们心痛；祖国受辱，我
们抗争；祖国发展，我们支持；祖国强大，我们自
豪。遍布全球的 6000多万侨胞，是今日实现中国梦
的重要力量。”

晚会分为“血脉·同悲”、“血脉·同敌”、“血脉·
同庆”、“血脉·同梦”四个章节。通过中华儿女耳熟
能详的抗战老歌、新时期创作的爱国歌曲、激情澎
湃的诗朗诵以及歌颂民族精神的舞蹈、杂技等，带
领观众共同回顾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胜利的难忘
岁月。

8 月 11 日 ，
香港亚洲青年管
弦乐团的成员在
北京国家大剧院
排练，准备他们
在北京的第二次
演出。亚洲青年
管弦乐团于 1987
年成立，被誉为

“世界上最震撼的
乐团之一”。去年
夏天，他们第一
次来到北京演出。

图 为 亚 洲 青
年管弦乐团在排
练。

张 浩摄
（中新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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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农民抡圆“三板斧”大陆闯天下
王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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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农民台农民抡抡圆圆““三板斧三板斧””大陆闯大陆闯天下天下
王大可王大可

西进登陆早已不是台湾农民谈论的新鲜事儿了。
到大陆淘金的人多了，要闯出一片天，得有核心竞争
力才成。53岁的林云飞，已经在四川西充的一个村庄
里扎根数载，提出要打造大陆“有机农业第一村”。他
哪来那么大的口气？从台湾桃园到江苏“淘宝”的张
恭宾，将租赁到的土地种成草坪。当地农民不解——
一亩地能产不少粮食，大片土地改做草坪多浪费？！在
福建永福台湾农民创业园，台农爱喂漫山遍野的茶树

“喝”豆浆，这是为啥？都说台湾农民有绝活。他们是
靠什么绝活在大陆立足生根？且看他们的故事和故事
里“三板斧”的秘密——

大草坪上，这个用稻草扎的泰迪
熊是张恭宾的创意。 是钟寅摄

纪念抗战胜利70年
澳门举行大型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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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系统较完善 调理进补少不了

港人平均寿命长有秘诀
雷 蕾

据新华社鄂尔多斯8月12日电（记者张泽
伟、郑直、王春燕） 在鄂尔多斯参加第十届全
国民族运动会的中国“高空王”阿迪力 12日透
露，自己下一步的挑战目标是横跨台湾海峡，
在厦门和小金门之间表演走钢丝。

阿迪力说，横跨台湾海峡是自己策划、酝
酿了多年的事，目前活动方案已经上报有关部
门，正在等待审批。“一旦审批下来，这个挑战
项目就可以正式启动。”阿迪力说。

“这将是世界上首个在海上进行高空走钢丝
的表演，难度很大。”阿迪力说。

在此之前，阿迪力已经做了不少准备工
作，多次考察了海上地形，拉钢丝的方案基本
确定下来，钢丝长度在4800米左右。

“海峡两岸是一家人。希望达瓦孜 （高空走
绳） 艺术能为两岸交流做出贡献。”阿迪力说，
如今往来两岸可以乘飞机，也可以坐轮船，希
望达瓦孜的钢丝成为两岸交流的一个“桥梁”，
拉近两岸关系的一个“纽带”。

有 2000 多年历史的达瓦孜是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阿迪力是“达瓦孜”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44岁的他是世界“高空走钢丝”领
域的骄子，打破了多项纪录。

生草药铺店员在配中药材生草药铺店员在配中药材。。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阿迪力欲走钢丝横跨台湾海峡
据新华社鄂尔多斯8月12日电（记者张泽

伟、郑直） 正在鄂尔多斯举行的第十届全国民
族运动会上，来自台湾的代表团虽然只有 32名
成员，但他们独特的民族服饰和精彩的竞技表
演，给运动会增加了靓丽而独特的风景。

这是台湾代表团连续第四次参加这项民族
运动盛会。台湾代表团副团长高正雄表示，来
大陆参加民族运动会，让他们受益多多。

高正雄说，大陆通过举办运动会的形式来
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增进民族团结的做法，
值得台湾学习和借鉴。他说，台湾正是来大陆
参加了第七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后受到启发，开
始更重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和文化的保护，一
些少数民族地区也开始举办类似的运动会。

“台湾过去重视经济生活，而传统文化被搁
置在一边。来大陆观摩学习后，我们受益多
多。”高正雄说，自己1990年还是一所中学的校
长时，曾主张推动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传
承，但没有什么效果，学生都很排斥，但经过
来大陆交流学习和台湾自身多年的努力，这种
状况已经改观，现在台湾少数民族非常重视语
言的传承发展，学校都有专门的课程和族语老
师。

台湾团：参加民族运动会受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