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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在
通往广东北部山区翁源县的公路两旁，
随处可见用这句台湾民谣制作的广告
牌。这是不久前翁源县为举办中国兰花
博览会制作的。

台湾歌手齐豫演唱的 《兰花草》 红
遍祖国大江南北之时，台资企业在大陆
种植的第一株商品兰花，也在翁源湿润
的山地里被种下。当时没有人能想到，
这里会成为国兰销售量占全国一半的

“中国兰花之乡”。
依托广东省 （韶关） 粤台农业合作

试验区翁源核心区，翁源兰花从零星种
植，发展成 300 多家企业聚集、拥有 600
多万平方米温室大棚的现代化产业，产
值超过12亿元。

台资企业巨扬园艺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蔡振铭说：“这边的气候比较凉，兰花
会比较漂亮。这边的水都是山泉水，所
以种出来的东西叶子会发亮。”

巨扬公司目前租用园区土地 200 多
亩，比当初扩大了8倍。种植品种从最初
的兰花，扩展到红掌、凤梨花等，年产
100 多万盆花。每天，200 箱花卉便从翁
源基地运往广州、佛山销售，还出口到
韩国、荷兰、美国等海外市场。

据翁源县农业局副局长刘克初介
绍，20 年前台商把兰花引植进来。当地
人刚开始在台商的农场里打工，学了技
术，筹集了资金就自己出来做。

在翁源的粤台园区里，2/3的企业由
当地人建立，有的企业规模已经和台资
企业不相上下。翁源县仙鹤花卉种植基
地有限公司就已经发展为广东省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每年产值5000万元。

仙鹤花卉公司总经理何影军说：“我
是一名‘90后’，读大学时就觉得国内消
费水平上升，花卉属于朝阳产业，便下
决心回来做一个新兴的职业农民。”

仙鹤花卉去年投资 4000 万元，建起

了植物组培中心，通过基因组培扩繁技
术做国兰种苗研发，力求实现快速发
展。同时，何影军专门在广州组建了电
商团队，用“花猫花园”的时尚品牌吸
引年轻客户。

德芳兰园有限公司电商负责人熊丽
说，之前的销售主要靠批发，“最近两年
电商越做越大，在京东、淘宝上布点，
占比已达到一半，每年有几百万元。”

翁源的兰花产业吸纳了 1.5万名农村
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产业的创新也
促进了当地人才的成长。

仙鹤公司的王志富，从一名普通
花 工 ， 经 过 不 断 学 习 种 植 和 管 理 知
识，成长为基地的生产主管，“工资翻
了两三倍”。

熊丽带领着 10 多个当地农村姑娘做
电商销售，“我们要及时学习，比如说客
服、美工、拍照片，不然的话很快就被
淘汰。”她说。

一张泛黄的户口页，几个陌生
的旧地名。11 岁时随父亲迁往台湾
的郭正友，重回故土浙江已是古稀
之年。寻访故地，既是为了亡父的
嘱托，也是给后代“祖上何处”的
交代。

1955 年，大陈岛及其附属岛屿
近 1.5万人集体迁居台湾。近日，与
郭正友有着相似故事的180余名浙江
大陈岛籍台胞跨越海峡，重返故里
寻根祭祖。

“想要回到永远的大陈家乡”

浙江温岭市新河镇。高桥、西
岸里、上洋郭。依照父亲户口页上
旧地名，郭正友在外甥陪同下找寻
祖籍地。及至抵达，才从新河镇郭
姓村民们口中得知，几个旧日地名
都已变更，行政区划也有变化。

辗转又到浙江台州市金清镇前
郭村，郭正友终于在自己的出生地寻
到宗祠。在郭姓族谱中，他找到父亲
和祖父的名字。捕鱼为业的父亲，在
郭正友年纪尚小时全家移居台州市
椒江区大陈岛，直到1955年随国民党
撤退台湾，终老宝岛不得归。

寻 访 过 程 中 ， 郭 正 友 难 掩 激
动，多次落泪。说起归乡，75 岁的
王秀娥也泪泛眼眶。“能不能再回大
陈岛，回到以前的土地？”王秀娥

说，行前两三天就睡不着，想着就
掉眼泪。“几十年的梦想总算实现
了，非常高兴。”

在台湾工作赚钱，王秀娥卖手
工面条，做水饺。厨师、木雕、绣
花都学过，熬过苦日子，自家在高
雄盖起了房子，却始终记挂着“回
到永远的大陈家乡”。“家里附近的
山和树，都还记得。家里已经拆光
了，但地基还在，就来看看。这次
是女儿带我回来，去找以前的家。”

“特别想找到爷爷奶奶的家”

23 岁的台湾高雄人张钧杰是大
陈人第三代。“爷爷奶奶是大陈人，
在家里会说台州话，讲一些台州故
事，还有小时候怎样在海边玩耍。
特别想找到爷爷奶奶的家，回去看
一下。”在大陈岛上专为台胞修建的
先祖祭拜祠堂，张钧杰仔细寻找着
祖先牌位。

“一直想回来看看。对这次寻根
之旅，自己很感动。”张钧杰在台南
学习历史时，就特别关注大陈人群
体，细致了解他们如何迁到台湾。

“他们中有些人又从台湾去了美国，
因为过得不大好，想出去闯闯。”

同为第三代大陈人的陈姿颖，
这次主动带父亲回来。“2 年前，就
带爸妈来过。看到家里人一直说起

的大陈岛。因为爸妈都是大陈人后
代，家里也说大陈话，都听得懂。”

父亲陈永庆今年 60 岁，祖上从
福建闽侯县迁来大陈岛。陈永庆
说，“大陈岛当年有一两个村庄聚集
了福州人，修船捕鱼。爸爸以前也
是捕鱼的，在 1955 年离开前，一直
在大陈岛生活。”

生在台湾，也为是中国人骄傲

大陈人第三代陶建南3年前便来
过大陈岛，在台北做电子工程师的
他，这次陪父亲一同回家。“我是第
二次回来，爸爸已经来了好多次。”

“找到了爷爷奶奶和爸爸生活过的地
方，很感动。虽然原址只剩下几块
石头，墙壁都没了。”

“小地方影响两岸大历史。”陶
建南在感慨两岸分隔之余，也惊叹
于大陈岛近年的发展。“变化非常
大，有很多房子先后盖起来，多了
很多新建筑。”这与他对大陆的观察
一致，“对大陆的印象是硬件发展比
较快。”“大陆和台湾都有很多族
群，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可
以互相交流和学习。”

如今担任台湾花莲市民代表会
代表的蒋邦法，在父母迁去台湾
时，他还没有出生。但通过听故事
读著作，他自认为对大陈岛很了
解。“我在台湾长大，对故乡没有印
象。两岸一家亲，同文同种，回大
陈岛有寻根的味道。在台湾的大陈

乡亲经常会组团回来。我虽生在台
湾，还是为自己是中国人骄傲。”

20 年 前 曾 回 到 大 陈 岛 的 蒋 邦
法，认为此行“跟之前感受很不
同”。“码头附近民宿餐馆现在有
很多。岛上空气好，适合进行旅
游开发。”

离乡日久，寻根脚步从未止歇

大陈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
大陆的最后一站，岛上居民被国民
党军队胁迫离乡，1.5 万人最终定居
台湾。经历 60 多年繁衍生息，大陈
人在台湾已发展至十多万人。几十
年间，大陈人对根脉的找寻从未停
歇。

郭正友等人此次回乡，是参加
两岸大陈乡情文化节。期间来自台
湾新北市浙江大陈同乡会、台湾大
陈岛乡情文化促进会、台湾宜兰大
陈新村等 5个民间团体和 2个大陈新
村的180余名台胞跨越海峡，重返故
里寻根祭祖。

两岸大陈乡情文化节由台州市
椒江区委区政府与台州市台办联合
举办，始于2015年，如今已迎来四届。
2017年该活动在台湾举行，深受岛内
大陈籍台胞欢迎。今年的活动内容包
括主题联欢晚会、“孝慈堂”祭祖仪
式、大陈乡情文化研讨会暨两岸大
陈新村村 （里） 长交流座谈会、“大
陈故事”方言演讲赛、“大陈记忆”
环岛健身跑、环岛参观等。

香港旅游业近年持续回温，内地游客继续成为访港游客的“主力
军”。“五一”假期期间，香港旅游业界人士 4 月 30 日接受采访时表
示，小长假首日内地旅客占比八成五，人数同比增加两成，且更加青
睐文化旅游、郊野公园等深度定制线路。

“购物天堂”之外

香港素以“购物天堂”闻名于世。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
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量对记者表示，影响内地旅客来港的两大因素分
别为社会环境以及汇率。近期，港元对人民币汇率已经逼近0.8关口，
对内地游客有极大吸引力。

内地旅客赴港自由行自开通至今已近15年，游客在香港的玩法也
更加多样化、个性化，香港“水泥森林”和“购物天堂”以外的魅力
也逐渐被发掘出来。

专注在本地提供独特导赏团服务的“活现香港”在此风潮中应运而
生。该公司首席行政总裁陈智远表示，内地游客对香港的老区、历史人文
风景未必熟悉，需要当地人带领探索。例如，在香港电影之旅中，游客可
以实地重温港片中的取景地，并且配合参观街头文物古迹；在九龙城寨
公园，游客可以了解历史变迁并体验周边美食线路。

左手山右手海

此外，香港地形多样，移步换景，硬件设施完善、交通便利的郊
野公园是香港市民的后花园，但过去知悉的游客并不多，属于小众景
点。今年小长假期间，西贡大浪西湾等地的远足径及海滩成为旅游热
点之一，大大小小的帐篷鳞次栉比，游客大赞景色怡人。

来自深圳的郑小姐携母亲和阿姨来港旅行，她对记者表示，4月
29日铜锣湾的购物区已是“举步维艰”，所以选择去了南丫岛，“左手
是山，右手是海”，两位长辈都流连忘返。

网络新媒体盛行的年代，香港许多老景点也因为网络的传播而成
为年轻人拍照“打卡”的胜地。

位于九龙的黄大仙区过去并不是旅游热点，却因为彩虹邨五彩斑
斓的外墙色彩成为一个“打卡”目的地，在屋邨中间的篮球场上，不
少游客或立或躺或跳拍照。

“赏桥团”正流行

来自上海的朱小姐对记者表示，自己 10年前就来过香港自由行，
去年看到同事在彩虹邨拍的照片，效果特别好，所以此行特地过来，
发现这里拍照的游客和做运动的居民相处和谐，很有人情味。

港珠澳大桥开通在即，不少旅行社也针对该主题在今年推出“赏
桥团”，游客坐船欣赏港珠澳大桥，之后抵达大澳游玩、吃海鲜，或去
东荟城购物，是颇受欢迎的新线路。

香港立法会旅游界议员姚思荣对记者表示，大桥尚未开通，已经
有很多游客慕名而来，相信开通后会增加来自粤西的游客数量。他还预计，广深港高铁香港段
开通后，可以覆盖广东省外围省份2亿至3亿人口，以往这些地区来香港航班不多，价格也贵，
而有了高铁以后会大大增加来港旅游的吸引力，会成为来港过夜旅客增长的主要客源地。

姚思荣介绍，今年“五一”小长假首日 （4月29日） 来港旅客录得27.9万人，其中内地旅
客23.7万人，占总数的85%，较去年同期增加20%，估计其中九成是自由行旅客。

离家一甲子，回到大陈岛
本报记者 张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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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陈岛风光。 本报记者 张 盼摄大陈岛风光。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大陈岛籍台胞在岛上合影。 （台州市椒江区新闻中心供图）大陈岛籍台胞在岛上合影。 （台州市椒江区新闻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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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度税收款额逾3200亿
本报香港5月2日电 （记者陈然） 香港特区政府税务局 2 日公

布，在 2017/18 财政年度，政府税收临时款额为 3286 亿元 （港币，
下同），较上一年度增加384亿元，升幅逾13%，主要来自印花税。

税务局局长黄权辉在记者会上表示，以税收分项计算，2017/18
财政年度利得税收约 1391 亿元，与上一年度持平；薪俸税收约 608
亿元，同比上升3%；印花税收约952亿元，较去年大增54%。

他预计 2018/19财政年度整体税收约为 3423亿元，增幅 4%，其
中印花税收超过1000亿元。

此外，根据特区政府最新的财政预算案，自2018/19财政年度起
拓宽薪俸税税阶并调整边际税率，设立伤残人士免税额，增加子女
基本及额外免税额、供养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免税额，并提高长
者住宿照顾开支扣除上限。

我从台湾来 带着兰花草
新华社记者 壮 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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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研究团队发现致癌主导基因
据新华社台北5月2日电（记者贾钊、陈键兴） 台湾“中研院”

生物医学研究所2日发布最新研究成果，称发现癌细胞中过度表现的
致癌基因paraspeckle Component 1（PSPC1） 会促使癌细胞增生、侵
袭、转移。未来若能抑制这一基因的表现，便能减低癌细胞生长、
扩散，有助于研发新治癌药物。据悉，相关研究论文已于日前发表
在《自然细胞生物学》杂志上。

记者从“中研院”当日召开的记者会上了解到，癌症病患死亡
主因之一是癌化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而此前研究已发现，转
化生长因子-β1 （TGF-β1） 的信息传递在癌转移的机制上扮演
重要角色。但由于该因子既能抑制正常细胞增生，也会促进癌细
胞增生、侵袭和转移，科学界并不清楚其在癌症不同阶段发挥的
作用。

为找出细胞癌化的关键因子，该机构的相关研究团队利用全基
因体分析肺癌、乳癌、肝癌、前列腺癌等恶性肿瘤，寻找肿瘤组织
中有基因套数变异、表现异常与病患存活率相关的基因。

台湾原创音乐
话剧《家书——爸
爸的信》近日在浙
江义乌文化广场剧
院温情上演，受到
当地观众的热捧。
该话剧还将前往广
西南宁、广东深圳
等地演出。

图为台北北岳
戏剧团的演员在义
乌表演。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台湾音乐话剧浙江登场台湾音乐话剧浙江登场

台湾同胞首次在湖北当选省劳模
新华社武汉5月2日电（记者吴植、齐菲） 来自台湾的富士康科

技集团鸿富锦精密工业 （武汉）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聪汉2日在湖北省
庆祝五一劳动节暨表彰大会上，作为省级劳动模范接受表彰。这是
台湾同胞首次在湖北获此殊荣。此外，今年还将有台胞首次获“湖
北青年五四奖章”。

据湖北省台办介绍，现年55岁的台湾桃园市人陈聪汉自2009年
开始负责富士康科技集团武汉科技工业园全面业务，同时担任厂区
多家企业法人代表。他带领全体员工勤奋劳动，创新提高，为武汉
市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感受到了湖北省对台胞的关心厚爱。”陈聪汉说，今后将以
劳模的标准要求自己，更加积极工作。

今年2月28日，国务院台办、国家发改委联合29个部门共同出
台 《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其中第 17 条规
定，在大陆工作的台湾同胞可参加当地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
章”、技术能手、“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评选。

为推动惠台政策在湖北落地，增强在鄂台胞的获得感，湖北省
和武汉市方面迅速采取行动。今年3月，武汉台协会长萧永瑞荣获武
汉市“三八红旗手”称号，成为湖北首位获此殊荣的台胞。

记者从湖北省台办获悉，在即将到来的五四青年节，湖北经济
学院引进的台湾青年教师刘其享将获“湖北青年五四奖章”。他到湖
北经济学院工作两年，已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填补该院空白。

2 日上午在武汉召开的湖北省庆祝五一劳动节暨表彰大会上，
340名湖北省劳动模范和159名湖北省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