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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近日回到福
建漳州老家祭祖，并参访厦门、莆田、南平等
地。在民进党当局极力破坏两岸关系、阻挠两岸
交流的当下，岛内知名人物回乡祭祖并展开文化
交流的举动再次说明，政治操作割不断两岸间的
血脉亲情和历史文化联结，挡不住两岸要和平、
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人心所向。

两岸同根同源，血脉亲情是两岸交流天然
的动力源泉。慎终追远、敬祖爱乡的观念，深
植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王金平此行首站即
到漳州市角美镇白礁村王氏家庙，循古礼举办
了庄重的祭祖仪式，并在骈文体祭文中表达了

“为旺家族，为和两岸”的殷切心愿。无论是这
样的家族祭祖仪式，还是两岸合办的轩辕黄帝、
神农炎帝等大型祭礼，乃至台湾同胞在家中供
奉祭拜祖先牌位，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具
体体现，无不展现了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是
血浓于水的一家人的事实，也是对“台独”势
力数典忘祖言行的有力驳斥。

两岸同文同种，中华文化为两岸交流合作

提供了坚实基础。王金平此行参访了南平朱熹
园。朱子理学是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
明末清初传入台湾后，对台湾社会的文化结构、
思维方式、伦理道德、生活方式产生了广泛深
远的影响。正如与王金平一道参访的国务院台
办主任宋涛所说，“文化是最深沉、最强韧的力
量”。中华文化是两岸共同的思想底色，把两岸
紧紧连在一起。两岸携手合作，才能更好地增
强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增强中华
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两岸交流势不可挡，因为两岸间有诸多共
同的精神纽带，两岸同胞有诸多共同的心愿企
盼。王金平一行还来到莆田湄洲岛妈祖祖庙进
香。在台湾，妈祖信仰深深根植于台湾民众精神
生活中，台湾地区有妈祖宫庙3000多座，信众占
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妈祖为代表的台湾地区民
间信仰，根在大陆。作为妈祖文化发祥地，湄洲岛
被台湾广大妈祖信众视为心灵原乡，回到湄洲祖
庙谒祖进香，是他们共同的心愿。今年前三季度，
通过湄洲湾港忠湄轮渡进入湄洲岛的台胞达

2.28万人，同比增长124.34%；截至10月30日，今
年已有近300万人次台胞来到大陆。正是万千同
胞心愿所聚，汇成了两岸交流的澎湃大潮。

两岸同胞对寻根祭祖的热爱、对朱子文化
的尊崇和民间信仰的坚守，无不说明“两岸一
家亲”体现在两岸同胞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绝非任何人为力量可以轻易抹灭和阻挡。民进
党当局长期推动“去中国化”“文化台独”，宣
扬“台独史观”，近期更贩卖“新两国论”等分
裂谬论，企图让台湾同胞成为“无根漂萍”，不
得人心，注定失败。

两岸是一家人，唯有交流才能走近走亲，
唯有合作才能互利共赢。两岸同胞要携起手来，
共同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来干涉，共护
文化根脉，共促心灵契合，致力维护台海和平
稳定，一起追求同属于两岸的美好未来。

台湾同胞不做“无根漂萍”
王  平

日 月 谈

“秀珍菇种植生产基地已建设完
工，下一步就是入场种植。”在四川
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冷碛镇松林
村，扎根当地发展菌业的台商徐健哲
介绍，这里温和的气候、独特的地理
位置，为秀珍菇的生长提供了优良的
自然条件。

带动群众就业

近年来，四川深入贯彻落实“31
条措施”“26 条措施”，出台“川台
70 条”等惠台利民措施，川台各领
域交流合作走深走实，两地融合发展
步伐日益加快。在泸定县，川台合作
持续发力，助力当地乡村全面振兴与

城乡融合发展。
泸定县是四川省台办定点帮扶

县。徐健哲说，今年四川省台办组织
台商台企参加泸定县招商引资推介
会，他在此寻到了商机。在四川省台
办的积极推动下，该项目得到当地政
府大力支持。“台办是我们‘娘家
人’，我对来这里发展很有信心。”

徐健哲投资的项目属于设施农
业，是一种现代农业方式，在有限空
间利用恒温保湿技术实现高产目标，
实现农业产业发展和解决劳动力就业

“双带动”。徐健哲说，未来计划落地
10 套设施农业基地和 1 个菌包厂，全
部投产后可解决当地两三百人的就
业，年产值达 2500 万元左右。

解决民生难题

泸定“9·5”地震发生后，德威
镇咱威村群众饮用水供给出现困难。
四川省台办经充分调研论证，将台胞
地震捐赠资金 260 万元用于支持咱威
片区人饮工程项目建设。

为确保水源稳定、水质好，取水
点位于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项目建
设需要克服地势险峻、不通公路、无
法机械施工等困难。在当地政府和帮
扶单位驻村干部等的共同努力下，项
目开工不到 4 个月就完成了 85% 的工
程量，全部完工后将解决当地 1400
余名群众的饮水难问题。

“吃水不忘挖井人。乡亲们都说，
能用上‘放心水’‘幸福水’，要感念
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深情。”咱威村
党支部书记杨利平说。

开展慈善捐赠

在四川省台办的牵线搭桥下，越来
越多台胞台商来到泸定捐资助学，奉献
爱心和力量。近日，“成都台商泸定送温
暖”爱心捐赠活动在泸定县得妥镇中心
小学举办，台资企业和成都台协妇联会
为当地困难学子送去寒冬物资、学习用
品和教学用具，总价值超10万元。得妥
镇中心小学校长王君感慨地说，这正是

“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
前不久，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

捐助1400万元援建的泸定慈心幼儿园
正式奠基施工。幼儿园建成后将可提供
360个学位，有效解决因灾易地搬迁家
庭子女的入托问题。泸定县教育体育局
副局长刘炜宏说：“明年9月，孩子们就
能走进崭新的校园，我们十分感恩台湾
同胞的鼎力相助和爱心善举。”

扎根甘孜泸定——

台胞台企助力四川乡村发展
田  珊  刘倩雯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香零山，
说不定过段时间就能在我的家乡
澳门吃到这里的优质蔬菜。”就读

于湖南师范大学的澳门学子梁志
德表示，香零山好山好水，回到
澳门后会和家人朋友分享这段关

于蔬菜的“奇妙旅程”。
近日，10 余名香港、澳门籍

学子走进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南津
渡街道牛皮滩村和香零山村蔬菜种
植基地，上了一堂“农家课”，了
解当地乡村建设及蔬菜产业发展的
成果。

在香零山村，蔬菜大棚成方连
片，棚内蔬菜满目翠绿。在当地农
户指导下，港澳学子亲手采摘蔬
菜，感受丰收的喜悦。澳门学子郑
灵芝表示，小时候常常看外婆摘菜
的场景，如今自己也体验到了采摘
的乐趣，“和同学们一起走进现代
化的蔬菜大棚，亲手采摘新鲜蔬
菜，这样的体验很难得”。

“同学们，我们目前种植的蔬
菜品种一共有 40 多个，你们现在
看到的是村里的‘四香’特色蔬
菜，分别是‘香芹、香菜、香葱、
香蒜’。”活动现场，零陵区南津渡
街道主任曾传河为同学们分类讲解

村里蔬菜种植的自然条件、产品优
势，以及蔬菜产业如何成为村民致
富增收的途径。

在香零山村高标准蔬菜种植大
棚里，一排排菜心郁郁葱葱、水灵
鲜嫩、长势喜人。“这些广东菜心
再过 20 天就可以收获，经过 5 到 7
个小时的运输，就会出现在粤港澳
大湾区居民的餐桌上。”曾传河介
绍，零陵区近年来依托区域内适宜
的气候，丰富的水资源、肥沃的土
地资源等自然优势，不断推进蔬菜
产业转型升级，推进蔬菜产业基地
建设，做好“种”和“卖”两篇文
章，努力开拓粤港澳大湾区蔬菜
市场。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菜篮
子”，零陵区今年已完成蔬菜播种
37.2 万亩，产量 82.3 万吨；新建蔬
菜 基 地 3200 亩 ， 累 计 达 到 2.6 万
亩；今年前 10 个月完成果蔬出口
产值达 11.2亿元。

“在香港很少见到连片的农田，
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进田地里，近距
离接触蔬菜种植。”有参与活动的
香港学子表示，这里的蔬菜种植基
地应用了很多新技术，不仅减轻了
农民劳作的负担，产出的蔬菜也有
更好的品质。“期待‘香零山’品
牌的蔬菜也可以供应到香港市场，
让更多人尝一尝香零山的味道。”

湖南零陵：

港澳学子香零山里访“种菜”
秦亚欧  段庭迁  林思尧

图为港澳学子在采摘蔬菜。 汪清扬摄  

据新华社香港电 （谢妞） 派发
红鸡蛋及猪脚姜醋、举行大熊猫主
题灯光秀、直播公开大熊猫生活画
面……中央赠港大熊猫“盈盈”诞
下的龙凤胎熊猫 11 月 23 日迎来出生
百日，海洋公园举行庆典活动与市
民共同庆祝。

23 日 9 时 30 分许，海洋公园附
近已有不少游客身着大熊猫主题服
饰等候开园。75 岁的罗女士特意带
了一只熊猫玩偶前来打卡。她表
示，每次看到大熊猫无忧无虑的样
子都会觉得开心，大熊猫已变成

“家人”，“很高兴香港多了一对熊猫
宝宝”。

游客入园后，伴随着海洋公园
乐队演奏的音乐，工作人员派发红
鸡蛋及猪脚姜醋，分享喜悦。在园
区内，随处可见龙凤胎熊猫的漫画
形象以及欢迎标语。此外，龙凤胎
熊猫爸爸“乐乐”在升级后的“大
熊猫之旅”展馆再度与公众见面。

当日，香港海洋公园首次开设
直播环节，公开龙凤胎熊猫生活的
实时画面。雌性大熊猫宝宝首先亮
相，它躺在床上，不时伸懒腰，憨
态可掬。随后，饲养员将雄性大熊
猫宝宝放在床上，与雌性大熊猫宝
宝互动。两只大熊猫不停扭动身
体，互相依偎，引得现场阵阵欢呼。

香港海洋公园表示，龙凤胎熊
猫已长出牙齿，出生时重 122 克的
雌性大熊猫宝宝体重已增至 5.3 公
斤，而雄性大熊猫宝宝的体重由出
生时的 112克增至 5.5公斤。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
局局长杨润雄会见媒体时表示，特
区政府将联同香港海洋公园和香港
旅游发展局，以“召集世界好 友畅
游香港”为主题举行系列宣传活
动，新的大熊猫家庭会担任“香港
旅游大使”角色。此外，第三对中
央赠港大熊猫“安安”“可可”适应
良好，预计下月将正式与公众见面。

本报台北 11 月 25 日电 （记者
程龙）“闽台小吃交流嘉年华”23
日至 24 日在台北西门町举办，来自
福建的烹饪师现场制作沙县小吃供
民众免费品尝。主办本次活动的台
湾创鑫生机集团与福建沙县小吃集
团签约，并宣布获得沙县小吃商标
在台湾的代理权，将在台开设沙县
小吃门店。

周末的台北西门町人头攒动，
嘉年华活动的沙县小吃展台前热闹
非凡，热气腾腾的美食吸引众多台
湾民众排起长队。出席活动开幕式
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说，闽
台一水之隔，自古以来交流就非常
密切，饮食方面也有很多相似之
处，希望有更多企业携手将两岸交
流合作持续下去。

在活动现场，14 位来自沙县的
烹饪师采用台湾本地食材，制作扁
肉、水晶烧卖、烙粑、金包银等 10
种经典沙县小吃。“选择新鲜的猪后
腿精瘦肉，用木槌棒打，两斤肉要
捶打 1300 到 1600 下，这样扁肉口感

会更佳。”沙县小吃技艺传承人李贤
锦介绍。

“我在大陆的时候吃过沙县小
吃，今天第一次在西门町看到，很
高兴。”专程带着女儿一起来参加活
动的易女士对手中的美食赞不绝
口，“味道非常好，希望今后可以在
台北夜市吃到沙县小吃。”

沙县小吃集团负责人王剑云介
绍，沙县小吃拥有 240 多个种类，
目前在全球 79 个国家和地区开设
门店近 10 万家，年营业额逾 550 亿
元。台湾合作方的经营策略、产业
链与沙县小吃发展方向契合，因此
在台湾市场进行合作。沙县小吃技
艺传承人也将向台湾业者提供技术
培训。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丰富两岸
饮食文化的交流。”台湾创鑫生机集
团执行长王汉维表示，双方的合作
除了在台湾销售沙县小吃，还计划
将台湾美食通过沙县小吃门店在大
陆推广，双方也可以共同开发小吃
新品，开拓新市场。

香港海洋公园庆祝首对“港产”大熊猫满百日

福 建 沙 县 小 吃 将 在 台 开 设 门 店

新华社珠海 11 月 24 日电 （记
者王子江、沈楠） 以港珠澳大桥为
纽带、跨越粤港澳三地、行程 230
公里、耗时 5 个多小时，2024 粤港
澳公路自行车赛暨第十五届全国运
动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 24 日结束。
内蒙古选手郝然夺得冠军。

当日进行的是公路自行车男子
个人赛，比赛的起点和终点都设在
珠海博物馆外的滨海大道上，来自
全国各地的 67 名运动员在珠海骑
行 17 公里后进入澳门，然后沿港
珠澳大桥进入香港，在香港迪士尼
乐园外的环岛折返，重新跨过港珠
澳大桥，之后进入横琴沿环线绕两
圈，最后重返珠海博物馆出发点
结束。

今年全国锦标赛冠军郝然最后
两公里从领先集团中突围，一度取
得比较明显的优势。山东选手苗城
硕在最后几百米发起追击，但未能

完成逆转。郝然以微弱优势夺冠，
苗城硕位居第二，天津队的王瑞东
获得第三名。

在 港 珠 澳 大 桥 上 骑 行 一 个 来
回，郝然说：“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
种长达 60 余公里的跨海大桥骑行，
体会也是蛮震撼的。特别空旷，身
处其中体会到了大自然的伟大，自
己太渺小了。当然难点还是在港珠
澳大桥上，因为它没有遮挡物，我
们要面临侧风，而且海上的风目前
感受还是蛮大的。”

跨越三地的比赛让他感到非常
兴奋。“这是我第一次跨越多地的比
赛，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特色和风
景都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同样是
很震撼的。”

香港队和澳门队各派出三名运
动员参赛。刘允祐是香港队成绩最
好的车手，位居第八。澳门队成绩
最好的是甘展博，获得第 30名。

历史首次！公路自行车赛5个多小时跨越粤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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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台湾民众在活动现场排队品尝沙县小吃。 本报记者  程  龙摄  

连日来，中国铁
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
司综合检测列车多次
对南玉高铁进行联调
联试，为年底开通做
准备。南玉高铁建成
通车后，南宁至玉林
的行车时间将由1小时
44 分缩短至 50 分钟左
右，对推动广西北部
湾经济区和粤港澳大
湾区“两湾联动”具
有重要意义。图为综
合检测列车在对南玉
高铁进行联调联试。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