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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亚热带的台湾四季花繁树茂，原本的野草闲
花荒山坡，在旅游业兴起后成为资源。台湾各县市近
年来都在花功夫打造花景，把花与民俗、特产、步
道、民宿串连起来，推出“轻旅游”路线，吸引都市
人进入乡村消费，把观光农业做大。进入初夏，春花
已去，但不少树仍在花期，漫山遍野、沿路绽放，仍
是各乡各村的旅游担当。

桐花 缭绕客家风情

油桐树生长于山区，而台湾的客家人也聚居在山
区，油桐树与客家人在面对台湾海峡的桃园、新竹、
苗栗世代相伴。客家人的民歌、传说和文学创作中都
有油桐花的芳踪。油桐树曾经是客家人重要的经济树
种，随着旅游业的兴起，油桐花的观赏价值逐渐超越
生产效益。油桐花成簇成团，缀满树冠，树树相连，
花满山坡，在台湾有“桐花雪”之称。过去，人们只
是在路途中遥遥一望，惊叹赞赏。现在，初夏到客家
人村庄赏油桐花已成台湾都市人周末、假日的常态。
今年，桃园龙潭区客家文化园区设计了“桐花公仔大
进击”地景艺术，成为赏桐花的新亮点。拍过照后，
游客可以此为起点走赏桐自行车道或步道，终点是龙
潭大池 （湖）。

到新竹赏桐花有老街可逛，街上的传统民居、寺
庙和五行八作的铺面耐人寻味，客家美食挑动食欲，
炒粄条、姜丝大肠、卤猪脚、鸭肉等客家风味是游客
的最爱。有桐花作伴，午餐、喝茶、散步、骑自行车
都是美的享受。

阿勃勒 打造黄金小镇

苗栗也是赏桐重镇，但近些年苗栗又增加新“花
色”，于“桐花雪”之处加码“黄金雨”。“黄金雨”
指阿勃勒树 （中文学名：腊肠树） 的花，因花色金黄
得名。每逢初夏，阿勃勒树开花，花序低垂，随风摇
曳，花瓣飘落，金色成阵。苗栗县公馆乡在沿公路1
公里长的路段种植阿勃勒，花开时节金色耀眼，黄金
小镇的美名被叫开，不少人在阿勃勒花期特意来访。
公馆乡为此成立“黄金小镇协进会”，“协进会”还设
计打造了展示地方陶艺的“陶色公路”，并结合农
田、水坝等乡村景物，充实赏花路线，让黄金小镇令
人流连忘返。

阿勃勒树中文名的由来，有一段有趣的歌谣：阿
婆阿婆去散步/摇摇晃晃走不快/路边树下稍歇息/喘
口气来喝口水/风吹落下黄金雨/彷佛置身于仙境/忽
见地上黑棍棒/阿婆捡来当柺杖/乐得阿婆笑哈哈/阿
婆乐呀阿婆乐/此树名做阿勃勒……此树原产南亚，
可种植于热带和亚热带，台湾是阿勃勒的宜居之地。
因此，除了苗栗，台湾很多地方都选中阿勃勒“吸
金”。嘉义市有多条道路旁也种植了阿勃勒，今年嘉
义推出了“金黄之恋”旅游路线，他们以独有的阿里
山小火车为亮点，让游客乘坐小火车赏“黄金雨”，
车程在森林铁路车库园区、北门驿、嘉义火车站之
间，游客下车后有“花夜月下音乐会”，“摸彩送纯金
花”等活动，将阿勃勒花经营得相当出彩。

槭树 观叶不输花朵

观花之外，也可观叶，而槭树是重要的观叶树
种。台北市士林区菁山小区就是看中了槭树叶色多变
的特点，把本土的青枫树与日本槭嫁接，取其新春叶
黄、初夏转红的观赏性，在路边、山地广植。当下，
槭树叶黄、红交错，自然晕染，形成初夏美景。林间
设石板步道，有清溪汩汩，竹林飒飒，还有特色餐厅
供人休憩，成为台北市“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新去
处。

不远处的阳明山也以不间断的花事吸引游客。

梅、樱、杜鹃、海芋、绣球都是看点。每逢端午节正
是绣球花季，阳明山的绣球花田姹紫嫣红，成为台北
市民过节赏花的必到之处。游客在此采花、拍照、用
餐、买盆花、学习栽培技巧，度过一个安康闲适的假
日。

绣球花并非台湾原产，但因为适应性强、花期
长、因土地的酸碱度不同有不同花色，成为台湾近些
年打造花景的主要花种。台湾从北到南都有绣球花
田，有网络票选出九大绣球花胜地，其中包括新竹县
关西镇的“花鸟园”，园内有上万朵各色绣球花于 5
月至 8 月怒放，还有苗栗南庄、宜兰明池森林游乐
区、雪霸休闲农场、台中武陵农场、台东青山农场
等。

花绽放了旅游的新亮点，但热度不减的造景也埋
下了生态的隐忧。有专家指出，有些地方为了造景，
砍掉百年原生的行道树，改栽樱花树，但樱花树生长
慢，难发挥遮阳蔽尘的功能，在路边也不易成活，是
造景的败笔。还有些地区只图好看盲目引进外来种，
对原生植物是很大的伤害，对当地水土和依赖植物生
存的动物的伤害也会在一段时间后显现。

花儿虽美，也要科学选种。

台湾旅游业的“花”担当当
本报记者 陈晓星

台湾最大的茶乡是南投县鹿谷乡，冻顶乌龙就产于此乡。本周，鹿谷乡
两大制茶赛事揭晓，台湾市场关注的春茶特等奖和茶王决出。农会评出的特
等奖春茶传出的收购价为每台斤（1台斤为600克）30万元（新台币，下同），冻
顶合作社评出的茶王奖茶已由升恒昌公司以每台斤16万元收购。

据鹿谷乡农会介绍，鹿谷有百余年制茶的历史，制茶的烘焙技艺精湛。
农会的评选是茶农心目中重要的比赛，每年的得奖茶都奇货可居。农会会员
父传子、子传孙，传承制茶手艺，为拿奖特别是特等奖使尽绝活。今年春季
雨水不足，茶叶产季延后至少10天，不少参加比赛的茶农赶在5月14日16时
截止时间才交茶。参赛茶共6604件，要经过农药残留检验、外形、茶汤、口
感、多次冲泡等环节的比试，评选过程茶样只有编号。特等奖茶的基本条件
是要在茶青和制茶技术上体现冻顶乌龙茶的特色。据农会介绍，今年的特等
茶赢在经过壶泡和标准杯的多次冲泡后，茶汤和口感依然呈现很稳定的状
态，也就是茶客说的“耐泡”，这代表茶叶的发酵和烘焙都恰到好处。

制茶比赛不仅令得奖茶身价大涨，还是当季茶质量指标，对茶农来说具
有引领作用，当然，对茶客来说是口福。据介绍，鹿谷乡的春茶开始上市，
比赛获奖茶将于6月10日开卖。

台湾茶的另一重要产区阿里山高山茶的春茶评比也已经揭晓，比赛分青
心乌龙茶组、金萱茶组，分别由梅山乡瑞里村许淦伟、瑞峰村简启谋获得特
等奖。

据梅山农会介绍，今年的1440件参赛茶全部通过药检，其中42.6％的茶
落选，其余分获特等奖、头等奖、金质奖、优良奖等奖项。有林家兄弟 3
人，共拿下2个头等奖、6个金质奖。其中28岁的林展纬退伍即继承经营自家
茶园，4年内得了2次两岸茶王，显示制茶技术家族传承的成果。

赛后，梅山乡举办了免费品茶大会，将包括特等奖在内的所有得奖茶一
字排开，让到场者品尝。一是展示好茶的滋味，二是为销售预热。

台湾春茶茶王评出
邰文欣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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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工厂附近吸引了上万村民聚居，
那地方就以我们厂命名，叫飞达镇，我就这
样在‘一带一路’沿线上建了个小镇。”香港
飞达帽业董事总经理颜宝铃说。

在香港业内，有人称颜宝铃是“帽后”。
1959 年出生在福建小城的颜宝铃，1980 年随
家人到香港，在内地经历过“上山下乡”，到
了香港从零开始学粤语和英文，最初的工作
是在工厂里做剪线头的打工妹。

很快，颜宝铃在香港发现许多外国人对
中国货有兴趣，她就利用这个机会做起了中
间商——手套、提包、帽子等等，客户要什
么，她就到工厂找什么。

她的丈夫颜禧强负责在家里接电话、印
商标。当时，颜宝铃夫妇住在九龙一套不到
40 平方米的房里，一间房自住，一间房出
租，客厅则用来办公。

一段时间后，颜宝铃发现所有的产品中
帽子的效益最好，从此专注于帽业。颜宝铃
与许多那个年代白手起家的港商一样，事业
上的有成，靠的是勤力、眼光和机遇。

1986 年，夫妻二人成立飞达工艺厂，拿
到迪士尼公司卡通形象的授权，生意有了规
模。1992 年，飞达在深圳设立生产基地。
2000 年，飞达帽业在港交所上市，成为全球
第一家上市的制帽商。

但生意从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前几
年，制造业开始遇到难关，不少港商在内地
关门大吉，但颜宝铃努力找出路。3年多前，
她在孟加拉国找到商机。“当时大家对我的选
择都不理解，以为我痴咗线 （犯傻） ”。其
实，孟加拉国是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国，工
人手艺娴熟，劳工充足，但生活条件和陌生
的法律文化的确是挑战。颜宝铃去厂房要坐
牛车，有汽车也没有路，每天吃榨菜、榄菜
和腐乳。

就是在孟加拉，颜宝铃感受到了“一带一路”给她带来的商
机。2016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孟加拉国进行了访问。访
问期间，两国领导人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等多个合作文件。两
国间的“大动作”成就了她的事业，中国投了大笔资金在孟加拉国
的电能领域，工厂可免受“一天停电25次”之苦；孟加拉交通建设
提速，工厂到货运港口的车程可从 17小时缩减到 4小时，颜宝铃的
工厂进入发展期。

现在，颜宝铃孟加拉工厂的生产力占了集团营业额的 65%，工
厂从最初的一二百名工人增长到了 3500 人。工厂开始筹建第二期，
想来上班的工人已经等在门口。

“到明年，我们希望有六七千工人。”颜宝铃说，她的工厂所在
的村落，原本只有400人，现在已吸引了逾万人定居，“第二期开工
的话，村落会有二三万人。”这个村因此被孟加拉当地政府批准升格
为“飞达镇”。颜宝铃认为，这是“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企业的支
持和鼓励。

“最让我欣慰的是，在制造业压力极大的情况下，我们的企业迎
来第二春，同时也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让当地妇女能够
自立。下一步，我想把飞达镇建成一家工厂、两间学校、三万村民
的小镇。教育是发展的根本。”

颜宝铃，这位内地出生的香港企业家，走出了“新式港商”的
路径。

（据香港中国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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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宣布将举行以“感恩、
承担”为主题的“出花园”系列活动，包括微电影比
赛、足球大赛、亲子障碍赛及才艺大赛，以此传承潮
州传统文化，加深传统习俗在现代社会的印迹。

“出花园”是潮汕地区的一种成人礼，寓意未成年
的孩子像在花园中一样，但孩子虚岁15岁时便已经成
年，要将其“牵出花园”，让其有独立生活的意识。此
仪式一般会在农历三、五、七月举行。孩子要在浸有
12种不同鲜花的水中沐浴，然后扎上红肚兜，穿上外
婆送的新衣裳和红木屐。穿戴整齐后祭神，拜别床脚
下的公婆神，然后扔掉香炉碗，吃甜菜汤圆和象征长
寿的面条等。

香港潮属社团表示，“出花园”仪式提醒孩子成年
后要面对世界，要有承担，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
在香港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希望有更多人了解潮汕
这种传统习俗，欢迎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

（邰文欣）

出 花 园

香港规划署近日披露，地狭
人稠的香港有183间空置校舍，规
划署公布未来空置校舍将用于住
宅、办公和教育用地，详情会向
市民说明。香港 《文汇报》 近日
发表刘斯路的文章提出，如果将
空置校舍设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教育中心，香港可形成新
的教育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带动百业发展。原文标题为 《香
港大量空置校舍怎么办》，文章摘
发如下：

近来听到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
情，我们香港竟有183间校舍空置了
两年以上。校舍空置，自然是因为
收不到学生。其实，这些现成的校
舍可以迅速派上用场，那就是政府
采取各种灵活可行的措施，推动香
港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
育中心，空置的校舍迎来新生，香
港则可形成新的教育产业和新的经
济增长点，带动百业发展。

北京“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
坛证明“一带一路”已经从构想变
为现实。对香港而言，“一带一路”
无疑是再起飞的一次机遇。香港既
可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帮
手，也要开动脑筋“引进来”。香港
在融资、商务、船务、设计、会
计、调解、法律咨询等许多方面，
都有可能成为“一带一路”的服务
中心。香港要成为“一带一路”教
育中心，有现成的客观条件。

现任特首梁振英曾提出设置 10
亿港元的“一带一路”助学基金，，
吸引沿线国家青年来港深造，但遭到那些为反对而反对的
人士的攻击。其实，香港付出了10亿港元的成本，赢得的

回馈无可估量。来港深造一旦成为潮流，
仅是学子们的亲友来港探亲消费就是可观
的数字。此举也可纾解香港各类学校招生
不足的危机。特区政府可以放手让民间办
学，这个民间不但指香港的资本，也包括
全世界的资本。

香港教育本来就是国际化的。香港的
中学文凭被美、英等国家地区超过130家院
校承认；香港有 50多间国际学校，提供超
过 2 万个小学学位及超过 1.8 万个中学学
位，香港高等教育也是世界知名的。无论
主客观条件，香港进一步发展教育大有可
为，先将招生面放宽些，面向“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首先是东南亚国家。

香港首位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女士曾燕红本
周回到香港，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曾燕红是一
位中学教师，7 年前她向学生宣布要攀登珠
峰，自此她开始艰苦训练，做体能准备。2014
年她首登珠峰，遇上雪崩被迫中途放弃；2015
年她二度登山时，遇上尼泊尔 7级地震引发的
雪崩，身受重伤，肋骨折断，背肌及韧带撕
裂。今年 4月她辞去教职专心达成目标，最终
如愿以偿，成为登顶珠峰的首位港女。

据香港 《文汇报》报道，曾燕红下山后表
示，想和自己的学生分享达成目标的过程，特
别是挫败的经历。“7 年来，没有失去任何东
西，有人说你失去工作，用了这么多钱，但我
认为这是教育的一部分。”

香港舆论聚焦曾燕红，是因为曾燕红再现
了香港人“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
方……恃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的拼搏精

神。有舆论指出，如今香港社会富裕，市民丰
衣足食，享受了多年的养尊处优，斗志拼劲明
显下滑，社会争拗日益增多，遇事怨天尤人。
此时，曾燕红的经历振奋人心，令人重忆勤奋
拼搏、自强不息的香港精神。香港也如曾燕红
登顶一样，困难和成功并存，港人要以永不言
败、百炼成钢的勇气和斗志克服困难，再上高
峰。

和曾燕红同一天登上珠峰的还有港人吴俊
霆。他表示，登顶的过程就是“与死亡擦身而
过”，比预想还困难，珠峰的强风曾令他一度
失明，但很欣慰把香港区旗插在了海拔8848米
的珠穆朗玛峰上。今年38岁的吴俊霆，像曾燕
红一样，为实现梦想付出了10年时间，自费逾
百万元。他称赞曾燕红非常坚强，在旅途中他
们彼此鼓励。他表示，香港人只要默默耕耘，
彼此支持，便能实现梦想。

港女登上珠峰 再现香港精神
小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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