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台港澳视窗
责编：柴逸扉 邮箱：gtbhwb@people.cn

2018年8月24日 星期五

盛夏时节，碧空如洗，玫瑰花田一
望无际、香气袭人。距离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仅三四十公里之
遥的芸农庄，随处可见一个个欢乐游玩
的家庭，暑期客流高峰时每天都有上千
人次入园。

“台湾的民宿风格一直很吸引我，
没想到在这里就可以近距离体验了。
我父母和孩子都特别喜欢这里，亲子俱
乐部和养生餐饮是我们体验的重点。”
乌鲁木齐市民陈梦新一家人周末自驾
来到芸农庄，白天逛果园摘葡萄，晚上
宿房车看星星，玩得不亦乐乎。

占地 5000 多亩的芸农庄是一家集
主题民宿、养生餐饮、果蔬种植、创意花
田和亲子俱乐部为一体的休闲观光农
业综合体。依托台湾民宿、旅游、餐饮
相关行业协会的技术支持，总投资 1.2
亿元的芸农庄，经过一年的运营，如今
已经发展成为新疆集农业观光、休闲旅
游、房车营地、无公害果蔬采摘、冬季冰
雪游为一体的农业休闲旅游品牌项目，
仅 7月就接待游客上万人次，今年预计
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

芸农庄的规划设计者、台商魏莒成
现在可算地道的新疆人了。自 2012 年
起，他就常住在新疆从事旅游产业开发，
曾在新疆北部的喀纳斯景区冲乎尔镇一
住 3年，负责一家旅游酒店的前期规划
设计。在那里，他交了很多哈萨克族朋
友，经常一起吃肉喝酒骑马，大家还给他
取了个有民族特色的名字：小魏别克（别
克在哈萨克语中是男子汉的意思）。

回到首府乌鲁木齐后，敏锐的魏莒成发现几百万人口的
乌鲁木齐，周边除了农家乐，没有一家真正休闲度假的民宿
式去处，就萌生了把台湾民宿理念引入边城的想法。魏莒成
和他的几个朋友一拍即合，他们成立了一家旅游开发公司，5
个股东中有两位来自台湾。

“芸农庄周围其实并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开发的天然旅游
资源，比如山、河、湖泊、名胜古迹之类的，只有农田。公司承
租了千亩林地，我们就想把台湾的民宿休闲度假模式移植到
新疆的城郊来，一定大有可为。”

在芸农庄漫步，穿行在树林果园间，在玫瑰花田拍照留
影，在茶室品茗下棋，在步道中结伴而行，在林中午餐，周末
的休闲时光在自然中缓缓流淌。魏莒成说：“我们这代人工
作生活都很辛苦，要带孩子出去玩，要陪伴老人，我就想专门
为城市人群设计可提供给老人和孩子休闲娱乐的场所，满足
他们的特定需求。”

芸农庄中的儿童区，简直就是童话世界。除了各种特色的
儿童套房，还有儿童乡村俱乐部，孩子们可以在此做手工、陪伴
宠物、进牧场下农田。今年开建的老者康养别墅里，老人们可以
自己种田种菜，可以享受高品质的中医理疗和推拿针灸，有专业
的管家服务让老年人老有所养。农庄还投资200多万元用于污
水处理，形成了环绕农庄的中水系统，实现了循环用水。

魏莒成说：“我特别关注了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
略。希望把芸农庄建成乡村旅游基地和特色旅游小镇，成为
带动当地农民致富的龙头企业。”

自 2016 年 4 月开建以来，芸农庄长期聘请当地农民，冬
天平均用工百人以上，夏季有200多人从事餐饮、服务和保洁
工作，人均月薪有3000多元。农庄的林地和农田也雇了当地
农民来种植管理。游客增多时，对周边村庄的农产品销售、
农家食宿都形成了“外溢效应”。芸农庄服务员王成告诉记
者，他在农庄学到了许多接待礼仪和团队精神。

公司还聘请了新疆专业的酒店管理团队打理芸农庄，希
望以此教会当地人如何经营休闲农业。魏莒成的设想并没
有落空，通过不断地沟通、学习和探索，管理团队推出了玫瑰
婚宴茶、浪漫花事摄影大赛等，取得了良好的反响，不但吸引
了更多游客，还叫响了“芸农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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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脆肉细的烧鸭，沾上葱油调匀
的酱汁，一口咬下满嘴生香；爽滑劲
道的面条，伴着新鲜味美的虾球，吃
完一份还觉意犹未尽……在香港，除
了海港灯火、车水马龙的风情，美
食，同样是香江故事中不可或缺的元
素。无论是远道而来的游客，还是生
活其间的市民，总能找到自己大快朵
颐的去处，一饱口福。

在形形色色的食铺中，除了港式
茶点、西式大餐和各式各样的茶餐
厅，香港大排档，是这座城市不能不
提的存在。

香港的大排档历史悠久，始于街
头小贩，后发展成为打工人群的果腹
首选，并逐渐在街边扩散经营开来。
大排档从早到晚日夜经营，带来简单
却难忘的味道。在这里，早点多是肠
粉、粥、油条和饭团，也有经典的英
式早餐；午餐有炒面、云吞面、排骨
饭等多种款式；下午茶有糖水、公仔
面、鱼蛋；晚上的选择最为丰富，海
鲜、熟食、爆炒……能满足几乎所有食客的胃口。

但要想尝到大排档的精髓，则一定要选在深夜光顾。
夜幕降临，整座城市褪去繁华，逐渐安静，在偶尔透出
的点点星光下，大排档迎来一天中最火爆的时刻。

绿色顶棚、塑料凳、折叠大圆桌、啤酒瓶、一次性筷
子、大风扇……这些都是香港大排档的标配；有些店家还
会将大只烧鹅成排悬挂在玻璃橱窗里供客人们选择，极具
视觉冲击力。

棚里坐满了兴致高涨的人们，大家围坐在一张张大圆
桌边，边品尝美食边“叹”人生：打工族大声抱怨生活的
艰辛，一家人欢聚一堂感受亲情的温暖，将要毕业的学生
在此别过后将各奔东西……棚外的人们排着长队，边点餐
边等待入座；伙计们提着大桶茶水在人群中灵活地穿梭，
时不时高声喊道“手撕鸡售罄！蚝仔饼售罄！”后厨更是一
片火热，师傅们掂着冒着热气的大锅，所有食材的香气从
这一口口锅里迸发扩散开来，刺激着食客们的味蕾。

用“人声鼎沸”形容香港大排档，再合适不过的了。

极具人间烟火的大排档在香港生长出了一丝江湖气
息。在这座繁忙都市中，大排档的嘈杂反而能让人卸下心
防，在美食中一消生活的愁。韵友来、杯箸安、竹肉发，
人们把握这暂时自由的一方天地，借着美食疏解、劝慰、
释怀。大锅猛火催出劲香，人们的味蕾也从白天工作的疲
惫中跳脱释放出来，把酒言欢，寻找快意人生。

热闹的大排档承载着普通香港市民的生活记忆，但
如今这烟火风味将在这座城市中逐渐消散。随着人们对
于饮食口味与就餐环境的观念转变，很多大排档已转型
成室内餐厅或是特色酒家，仅剩下二十余间大排档，零
散分布中环、深水埗、旺角一带的传统街巷内。虽然店
铺数量减少，但来往人流源源不绝；除了社区内常年光
顾的老主顾，更有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品味老香
港滋味。

充满生活气息，承载时代记忆，在香港吃一顿大排档
粗糙却美味的小菜，人们或许能从中品出些许世事变迁的
风味，和这座城市亲切贴地的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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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夜晚，香港大排档就会吸引众多下班的市民光顾。 （资料图片）每到夜晚，香港大排档就会吸引众多下班的市民光顾。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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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邮递员出门一趟可以装四五大袋的信件回邮局，现
在一趟收的信件，单手一把抓就够了。有些偏远地区的邮筒，
一个星期只有一封信。”谈及信件数量的减少，台湾中华邮政
工会理事长郑光明表示，这些年随着手机、互联网普及率的提
升，大家很少写信，邮局收寄的信件量大幅下滑。

为了避免浪费人力、提升服务效率，台湾中华邮政一方面
授权各县市裁撤使用率低的邮筒，同时推动邮政作业流程、邮
筒属性的转型，让“网红邮筒”、智慧邮政走进寻常百姓的生
活。

从扛布袋到一手拿
过去收信扛麻袋，现在只需一手抓。今昔对照下，

台湾邮递员们的工作状态落差相当大。
根据台“交通部”统计，台湾地区函件量在2000年时

为 30.8 亿件，达历史最高峰。此后数值便开始下跌。
2006 年至 2014 年，函件量维持在 26 至 27 亿件，但到了
2017年，函件量只剩23.5亿件，18年间减少了近1/4。

虽然各县市城区的邮筒还保持一定的寄件量，但越
往偏远地区，信件减少幅度越大。

出于节省人力的考量，台湾各县市根据实际情况，
裁撤使用率低的邮筒。例如台南邮局表示，有的邮筒经
常一个月只有两三封信，甚至有时候没有信，因此当地
将裁撤 133个使用率低的邮筒；基隆邮局管辖的偏乡地
区邮筒经常收不到信件，今年 7 月当地已裁撤 23 个邮
筒；花莲县前不久也在 21个邮筒前贴出公告，告知民众
这些邮筒今年8月1日起被裁撤……

看到这些即将消失的邮筒，许多年长者都表达了伤
感之意。在他们看来，手写信才是“有温度的沟通”，透过
邮筒传递思念与祝福是大家共同的记忆。在花莲邮局服
务了几十年的陈姓员工说，早年通讯不发达，邮件担负着
情感与信息交流的任务。曾有一位年轻人每天写情书给
女友，未料信写得太勤，女友和邮递员频繁接触，最终结
缘。但在邮筒减少的今天，这样的故事只能是传说了。

邮筒转型成“网红”
邮筒数量逐渐减少，但最终会消失吗？对此，花莲邮

局局长郭信炎表示，未来邮筒依然还会存在，不过需要善加
利用。特别是一些地区所打造的特色邮筒，让邮筒从单纯
投放信件的载体转变为一个特色景点，甚至成为“网红”。

例如花莲港区亲水游憩区内的幸福青鸟邮筒是全
台唯一的滨海蛇纹石邮筒，邮筒上方雕刻着一只海鸥，
仿佛正欲展翅翱翔，与海景融为一体。迄今为止，来自
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在此拍照“打卡”，并投
递明信片。新北市万里区以蟹闻名，当地为带动观光产
业，邮局特地设置了螃蟹邮筒，既引导更多游客前往龟
吼渔港品蟹，也让邮筒自身成为景点，吸引大家拍照、投
递明信片。

此外，澎湖双心石沪的爱心邮筒、金门的战地迷彩
彩绘邮筒、台东的天使邮筒……它们各具特点，并与在
地的自然人文景观相融合，很受游客青睐。

除了人为打造的特色邮筒，有的邮筒也曾因意外情
况而“走红”。台北市中山区复华里龙江路104号的两个
邮筒原本很普通，却因为在一次台风中被楼上的招牌砸
歪，成为“弯腰邮筒”。随后，岛内游客络绎不绝前来排
队拍照，高峰期甚至要等上半个小时。

智慧邮政更便捷
在推广特色邮筒的同时，台湾中华邮政也有意提

高邮政系统的智慧化程度，让服务变得方便快捷，贴
合互联网时代的需要。

近日，台湾中华邮政董事长魏健宏透露，今后邮递
员收发信件将配备带有GPS功能的平板电脑。通过平
板电脑，邮递员们可以实时掌握收发函件、包裹的位置
与路线，并为用户提供信件签收、移动支付等服务。

另外，台湾中华邮政还设立了“数字邮局”，由智
能机器人驻点，提供业务导览与互动服务，并配置互
动电视造型墙、电脑及iPad等，为民众提供在线取号、
预填表单、开户等预约服务。针对网络购物的兴起，
台湾中华邮政推出的“O2O邮购站”整合了实体邮局、
邮政商城与网购中心销售渠道，让消费者可以在邮购
站体验使用商品、听机器人介绍商品、通过显示屏选
购商品等，并最终通过邮政物流取得商品。图为台湾中华邮政推出的“O2O邮购站”。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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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新北市万里区的螃蟹邮筒。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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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电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近日表示，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是世界最大地底铁路
站，以西九龙站为核心的地区将成为香港的旅游和文
化新地标。

张建宗近日在网志发表文章说，广深港高速铁路
（广深港高铁） 香港段预定于 9月下旬通车，届时会将
香港连接至目前长达 25000 公里的国家高铁网络，大
大节省往来香港与内地各大城市的时间及交通成本，
为短、中、长途旅客提供安全、可靠和便捷的出行选
择。

他表示，广深港高铁是一条全新打通香港与内地
的大动脉，西九龙站则是贯通大动脉的要冲位置。广
深港高铁全长约 140 公里，其中香港段长约 26 公里，
采用全隧道设计，由皇岗边界往坐落西九文化区以
北、九龙站与柯士甸站之间的西九龙站。

张建宗介绍说，西九龙站占地约 11 公顷，总建

筑楼面面积达 40 万平方米，以此计算是世界最大地
底铁路站。西九龙站大部分车站设施，包括票务大
堂、查验区、离港乘客候车区和月台均设于地底，
腾出土地用以发展总面积高达 6 公顷的公共空间和绿
化步行区。

西九龙站设计匠心独运，站顶采用了流线型玻璃
天幕设计，由 4000多块不规则的玻璃组成，并以多条
巨型支柱支撑，让旅客在站内亦可欣赏维多利亚港的
醉人景致。

高铁车身设计以银色为主调，配以红色和白色波
浪作鲜明点缀，加上车头两侧的橙色弧形纹，象征中
国飞龙，寓意承传中华传统。

张建宗最后写道，随着广深港高铁通车、西九龙
站和周边主要道路系统启用，配合毗邻西九文化区的
发展，标志着香港正昂然迈进一个新里程，前路尽在
掌握，让香港再创先河，展开全速前进的新一页。

西九龙站将成香港旅游文化新地标

近日，港铁公司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试营运
工作顺利完成，高铁西九龙站将于 9月 1日和 2日首次

举行开放日，供市民参观。图为运行的列车。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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