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烈 张哲昊 林霞 通讯员 雷
树功 章宸睿 文/图） 12 日，为期 4 天的 2023 海峡飘
移邀请赛在平潭落幕。其间，包括 7 名台湾选手在内
的两岸优秀飘移车手同场竞技，为观众带来一场“速
度与激情”的视觉盛宴。

本次比赛的主赛环节位于平潭如意湖国际赛
道，主办方特别设置了一条长达 1 公里的飘移赛道。
整个比赛既有复杂多变的曲线赛段，又有铺装平整

的赛段，十分考验车手的控车技巧。同时，主办方还
配套举办“超级 ONE”飘移表演赛，路线设在平潭北
部生态廊道，赛道沿线有海岸、湾澳、崖壁等滨海风
光，搭配环环相扣的弯道，可让车手肆意驰骋。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还通过暂时进出境的
方式，引进了 6 辆来自台湾地区的赛车。赛前，这些
车辆在台北港装柜，通过“台北快轮”运抵平潭金井
码头，在平潭海关的监管下完成通关验放手续，从申

报至放行仅用了 4个多小时。
台湾SDC飘移车队车手秦锡钧首次来大陆参赛，

他直言平潭的赛道极具挑战性，令人热血沸腾。“很高
兴能来平潭参赛，有机会和大陆车手切磋车技，为我
的赛车生涯增添了十分宝贵的经历。”他说。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邀请赛让更多人感受赛
车运动的激情与魅力，助力平潭打造两岸赛车文化
交流平台，推动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

来自台湾的赛车队在赛前检查、调试车辆。 来自台湾的车手赛前互相加油打气。

风驰电掣的赛车风驰电掣的赛车

两岸车手平潭两岸车手平潭““狂飙狂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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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一下大雨，污水就会涌出路面，现如今小区雨污管网改造已

完成，路面平整了，出行更方便。”家住柘荣县锦绣小区的王彩民说。

据柘荣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孔宾宾介绍，今年县里全面启动

实施老城区排水管网改造、老城区老旧小区雨污管网及道路改造等项目

建设，总投资10.7251亿元，拟新建改造雨污管网91.56公里。

为提高污水处理质效，该县围绕“赶外水、收污水、排水管网改造

提升”三个方面，完成《柘荣县污水处理厂提质增效“一厂一策”方

案》，建议实施的 18个工程有 16个已纳入项目建设。

“目前，县城区日处理污水已从 2020 年的 0.75 万吨提升至当前

的 1.4万吨。”孔宾宾说。

全县域推进管网建设，提高污水处理能力，这是柘荣县践行“四

下基层”工作方法的一个缩影。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柘荣县党员干部沉到一线查找问题，

形成精准的“问题清单”，逐一销号、整改解决，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提高

群众的满意度。 （游艳）

柘荣：全县域推进管网建设

9日，柘荣县嘉馨民俗文化园开园。

据介绍，柘荣县嘉馨民俗文化园项目是省重点项目，也是

柘荣省级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县创建和“中国慢城”建设的重要

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2.76亿元，总体布局由文化创意展览区及

民俗特色展览区两大片区组成，将孔子文化、马仙文化、禅学

文化、长寿文化、民俗文化融于园中，打造柘荣集游、赏、展功

能于一体，独具魅力特色的精品民俗文化园，为柘荣旅游增添

新的亮点。 （陈丽彬 林慧婷）

柘荣县嘉馨民俗文化园开园

“浅浅海湾深深思念/多少亲人翘首期
盼……梦中的澎湖岛/美丽的日月潭/我要坐
上高铁去看看。”10日，“台海通道研讨 25周
年”纪念活动在厦门举行。现场，《坐上高铁去
台湾》这首歌唱出了两岸同胞的多年期盼。

1998 年 11 月，海峡两岸专家学者会聚
厦门，举办首届“台湾海峡隧道工程论证学
术研讨会”，携手规划从福建直通台湾本岛
的台海通道路线。25年来，台海通道研讨会
凝聚两岸共识，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
两岸融合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两岸交流研讨活动。如今，台
海通道在推动项目建设方案、工程技术、地
质研究等方面已取得了一系列带有前瞻性
的研究成果，为整体规划和项目前期工作
提供了理论支持。

“北线方案”最优
据了解，台海通道有南北中三条预选规

划路线，“北线方案”是从福建长乐经平潭岛
跨台湾海峡到达台湾新竹，线路两端分别靠
近福州和台北；“中线方案”从福建莆田经南
日岛跨台湾海峡到达台湾苗栗；“南线方案”
从厦门经金门、澎湖列岛直至台湾嘉义。目
前，已初步完成比选，选定路线距离最短、工
程费用低、沿线水浅地质好、有利于人工岛
建设的“福州平潭—新竹”北线规划方案，台
海通道建设方案和工程技术的研究探索以
及台湾海峡地质研究等正持续展开。

与会的港珠澳大桥总设计师、中国交建
副总工程师孟凡超告诉记者，台湾海峡的水
文、地质条件等较为复杂，台海通道的工程

难度可能比港珠澳大桥要大，但依靠大陆现
有的材料、工程、装备、管理技术等，完全可
以高质量地建设这个世界级的大通道。

近年来，福建积极推动交通基础设施
规划和建设，建成了综合立体的交通网络，
已经具备了连接闽台两地高速通道的工程
技术能力，为提升海峡两岸基础设施联通
水平打下了良好基础。

2021 年，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投入使用，
意味着京台高铁大陆端的线路向前迈进了
坚实的一步。同年 2月，国务院印发《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出 2021至 2035
年中国交通建设愿景，其中就包括一条从福
州到台北的高铁。这条高铁建成后，可从福
州直接到台湾，按照现在的高铁时速，不到
一小时就能抵达台北。2022年 7月，《国家公
路网规划》提出到 2035 年中国交通建设愿
景，也预留了福州平潭到台北，福州到马祖，
以及厦门、泉州到金门的公路通道。福建目
前相关的重大基础工程设施建设，包括厦门
新机场、福州机场 2 期等，都把金门、马祖、
台海通道纳入统一的规划和设计中。此外，
在两岸引起高度关注的厦金大桥和福马大
桥项目大陆侧前期工作也顺利开展。

共同的心声
与会的金门姑娘卢莉莉现任中国民生

银行集美支行行长，是大陆银行中第一位
来自台湾的行长。她告诉记者，自己来大陆
5年，每天殷殷期盼的就是台海通道早日贯
通。“因为家人都在金门，每个周末都要搭
船往返厦金，未来如果通桥，希望每天都可

以从金门开车上下班。”她还希望借助台海
通道，金门人能够便捷地前往厦门等地就
医、就学。台湾年轻人也可以多到大陆走走
看看，用自己的眼睛看真实的大陆。

“要发展先修路，路通了才能促进更好
的合作。”两岸通水工程参与者、三明市台
协会会长傅学仁认为，台海通道建设对台
湾发展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

福州市台协会会长蒋佩琪说，大陆出
台的一系列惠台利民政策措施台胞看在眼
里，感激在心头，“台海通道意义重大，不仅
是交通通道，更是心灵通道”。

新党主席吴成典向活动发来祝贺视
频。吴成典是金门人，曾多次提议兴建厦金
大桥。他表示，应尽快推动两岸基础设施联
通，实现两岸民众坐高铁轻松穿越台湾海
峡的梦想。同时，台海通道的打通还有利于
促进台湾商品搭上中欧班列畅达欧亚市
场，促进两岸经贸合作。

吴成典介绍，自今年初厦金航线复航以
来，往来旅客量已突破 50万人次，打破民进
党当局妄图隔绝两岸交流的企图，也充分反
映了金门乡亲要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心
声。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实施5年多来，累计
向金门供水超过3000万吨，日均供水量占金
门民生及工业用水量的 73%，是两岸融合发
展实实在在的成功范例。他相信：“两岸终有
一天能够通过桥隧连接起来，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台湾不应该缺席。”

最大的心愿
今年 9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
出，要“推动闽台基础设施应通尽通，构建
立体式综合性对台通道枢纽，畅通闽台与
大陆其他地区连接通道”。此次纪念活动的
举办便是积极贯彻《意见》指导精神，顺应
金门、马祖乡亲民生诉求，深化厦金、福马

“同城生活圈”和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
重要举措。

20 多年前，清华大学教授吴之明在对
刚刚开通的“英吉利海峡隧道”进行考察
后，于《科技导报》发表了《英吉利海峡隧
道工程的经验教训和台湾海峡隧道的构
想》，首次正式提出了打通台湾海峡隧道、
联通两岸的构想。此次，年逾八旬的吴教
授拄着拐杖参会并发表演讲。他表示，如
今，大陆向金门供水的管道已开通送水；
台海通道从最初的构想到成为国家层面
的 规 划 ，隧 道 、桥 梁 、桥 隧 组 合 等 多 种 方
案 正 在 研 判 中 …… 两 岸 越 通 越 亲 ，路 越
走越宽。

吴之明还现场展示了一张珍贵的照
片，“这是我 2012年在台湾新竹考察时拍摄
的，这里地势平缓，地质条件不错，是通道
登陆较合适的场址”。

会后，一同参会的台湾工程师激动地
拉着吴之明说：“您照片里站的地方，就在
我家前面，等将来通道建好了，我就在那
儿 建 个 休 息 站 ，等 您 来 台 湾 。”吴 之 明 表
示，台海通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他最大
的心愿，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台海通
道开工。

以通促融，踔厉前行架通途
——“台海通道研讨25周年”纪念活动观察

□本报记者 林娟 陈梦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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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厦门同安莲花镇的广兴农
场内，绿油油的牛油果挂满枝头，这些吮吸
着鹭岛阳光雨露的果子已有巴掌大小，散
发着馥郁香气，静待果农采撷。

最近，台胞、农场负责人龚世明博士天天上
山，穿梭于一个个山头，他看着这一片片长势可
人的果树，喜上眉梢。“这是在台湾经过多年选
种、育种改良后的牛油果品种，它表皮光滑，个
头是进口牛油果的3倍，香味浓郁，很受消费者
喜爱！”龚世明摘下一颗鲜果递给记者。切开果
皮，咬上一口，唇齿间满是浓郁的坚果香。

谈及自家牛油果口感好的原因，龚世明
介绍：“进口牛油果运输周期长达一个月左
右，为减少损耗，六成熟时就会采收，用保鲜
剂保鲜，到国内后再催熟，品质容易打折扣。
而厦门产的牛油果可以到九成熟再采摘。多
在树上挂一天，果实里的干物质（衡量植物
有机物积累、营养成分多寡的一个重要指
标）含量就越高，口感会大大提升。”

修枝、剪果、装筐……眼下，果农们正
马不停蹄地奔忙于田垄间。来自台湾的果
农陈仲信说：“今年，农场收成很好，总产量
预计有 150吨以上，将为大陆消费者提供物
美价廉的牛油果。”

龚世明毕业于台湾嘉义大学农学院。
2004 年，他的父亲、叔叔来到大陆，在厦门
同安租下 5000 亩坡地建立广兴农场。几年
后，跟随父辈的脚步，龚世明来到农场，开
始新的创业。经过市场调研，他发现大陆牛

油果“身价”不菲。“在许多国家，牛油果被
认为是代表健康生活方式的高档水果。当
时，大陆的牛油果大都从墨西哥等国家进
口。”他坚信，随着大陆人们生活水平的进
一步提高，牛油果一定有好市场。

“厦门广兴农场具有种植牛油果的区
位优势。”龚世明告诉记者，厦门同安区属
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农场内广泛分布着蓄水能力较弱的赤红
壤，十分符合牛油果的种植要求。

2014 年，龚世明从台湾精心引种了 12
个牛油果品种，第一期种植面积为 300 亩，
开始探索牛油果本土化种植之路。不料，一
场危机悄然而至。农场内大量牛油果植株叶
色变淡，逐渐脱落，枝条变黑下垂，根部呈水
渍状腐烂。龚世明大吃一惊：“这是感染根腐
菌了！这些果树两年内就会死亡。”

这次突如其来的打击，令果树损失了
近八成，但龚世明不服输。他联系台湾专
家，研制治疗根腐菌的疫苗，并选育对根腐

菌有抗性的植株。半年后，龚世明重整旗鼓
再出发：他找来台湾专业牛油果农坐镇农
场，一起开展基地育苗、移栽定植、打疫苗、
施肥、浇水、授粉等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新一批牛油果树茁壮
成长。2022 年，这份“绿色事业”终于开花结
果。“这些牛油果树第 4年就可以出果，但我
们决定第5年再出果，这样果子品质更好，并
且果树可以连续挂果15年。”

如今，广兴农场共有 27个牛油果品种，
其中，20 个来自台湾，7 个来自墨西哥、秘
鲁、澳大利亚、越南等地，是福建省牛油果
品种最多的农场。龚世明介绍：“比如，我们
的巨型牛油果可以长到成年人手掌大，是
进口牛油果的 5倍。有的牛油果品种彻底颠
覆了普通牛油果寡淡无味的特点，平均甜
度可达 10度，味美甘甜。”

由于品种齐全，这里的牛油果从 7月到
次年1月能够不断供应市场。目前，农场已对
接了轻食餐厅、新式饮品店、果汁加工厂等销
售渠道。“欢迎更多的电商平台、线上超市来
农场考察，与我们长期合作。”龚世明说。

谈起今后打算，龚世明对大陆农业的
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表示，农场已成功挂牌

“台湾牛油果研究院厦门融合基地”，他将
借此契机，参与福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我计划继续挖掘牛油果使用价值，
开发牛油果果泥、果油、果粉等系列产品，
延伸价值链，把牛油果产业做大做强！”

台商牛油果：馥郁香气丰收来
——走进厦门广兴农场

□本报记者 全幸雅 文/图

龚世明在查看牛油果长势。

本报讯（记者 蒋丰蔓） 10 日，“华文教育·名家讲坛”马来西
亚专场在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旗山校区举办。

本次讲坛由省侨联、福州市侨联指导，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主办，以“抓住机遇谋发展，凝心聚力向未来”为主题，围绕马来西
亚华文教育发展研究、中国小学教育发展研究、华文教育课堂教学
模式研究等议题展开探讨。近 60 名来自海内外多所小学、华校及
高校的专家学者与会。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程明喜、肖祥忠分别围绕课堂教学转型与创
新策略、马来西亚本土复合型中文师资的培养作讲坛主题报告，分
享交流各自的学术思考。6所马来西亚华校校长以及 4所福建省内
小学校长分别围绕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华文教育课堂
教学模式、教学管理实践、小学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等议题展开论述，
从多个角度研讨当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现状、问题和需求，对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及华校发展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和可行性路径。

“华文教育·名家讲坛”马来西亚
专场举办

本报讯（记者 吴洪 通讯员 杨颖） 11 日，在三明市海峡两
岸乡村融合发展试验区（清流）产业人才对接会上，100 多位两岸
专家学者、行业人士、台商代表就人才交流、推进两岸产业合作、深
化两岸融合发展等内容展开交流研讨，共同探索海峡两岸乡村融
合发展新路径。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两岸产业人才要突出要素深度对接，推动
双方在现代种业、精致农业、特色产业等方面合作，支持发展“农
业+”，与文化、旅游、康养等产业有机结合，吸引台胞采取技术合
作、农业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等方式来闽创业发展，培育农业农村
新业态。

对接会上，清流县推介了招商项目，与多位台湾农业人才签订
合作意向。

近年来，清流县不断加大与台湾人才、产业合作的力度。截至
目前，园区共有台资企业 71 家，总投资 14.26 亿元，年产值达 10.2
亿元，涵盖种植、养殖、旅游、农林产品加工等多个产业。

两岸农业人才清流共话产业融合

近日，第六届“海丝情·中国梦”港澳台青年精英故乡行暨国情
研修班一行 100 余人，走进被誉为“中国最美渔村”的泉州市泉港
区惠屿村，乘轮渡环惠屿岛游览肖厝港，实地参观惠屿岛上的乡村
振兴馆、“惠风拂屿”德政亭（如图）、七彩浮桥、海上观光休闲渔排
等，了解泉港海洋经济的发展情况和乡村振兴成果。

本报通讯员 郭菲凡 摄

新华社香港11月12日电 首届“亚艺无疆”艺术节重点节目
“亚裔艺采”12 日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通过丰富的民族舞、乐器
表演、服装和武术表演，展现亚洲各地的文化和演艺才华。活动吸
引超 3万名市民到场欣赏和参与，反响热烈。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通过视频致辞表示，香港植根于深
厚的中华文化传统，一直以融合亚洲及世界各地文化而闻名。在国
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提升香港的文
化气息，更好把握自身优势，连通亚洲及世界各地，使香港全面发
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除了传统民族舞台表演，“亚裔艺采”12日至 19日期间还将举
办“花冕霓裳——民族服装头饰展”，展示亚洲各地人民在节庆活
动、歌舞表演等场合穿着的服装和头饰。

据悉，参与今年“亚裔艺采”的国家及地区共有 23 个，包括柬
埔寨、印尼、哈萨克斯坦、韩国、科威特、尼泊尔等。

香港举办“亚裔艺采”活动
荟萃亚洲多彩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