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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陈武龙，是在福州马尾海峡高
新双创产业园内，他刚逛完“两马同春闹
元宵”灯会回来，他一入座就热情相邀饮
茶。跟大多数台商偏爱高山茶不同，他煮
的一壶茶名为“牛樟茶”，取自台湾“森林
红宝石”——牛樟树。

水汽升腾间，茶香氤氲，初尝微苦，
后有回甘。“人生如茶，有浮有沉，终会
苦尽甘来。”在大陆打拼多年的陈武龙，
如今在福州安家立业，他坦言“像牛樟
树一样落地生根”。

“登陆”务农

陈武龙来自台湾台东，从小吹着太
平洋的风，在花东纵谷长大的他，对大陆
的山山水水一直心生向往。后来他迁籍
马祖，在海边一眼就能望得到连江，“登
陆”之情便愈加浓烈。

1990 年，两岸开启民间交流不久，
大批台商涌入大陆，掀起一阵阵投资热
潮，陈武龙就是其中一员。他曾辗转多
地投资，后经朋友介绍，最终来到与马
祖一水之隔的福州。

“福州和马祖同根同源，血脉亲情将
两边紧紧联系在一起。很多马祖人在这里
创业、安家，让我更有归属感。”一种天然
的亲近感，让陈武龙打拼起来更有干劲。
陈武龙从事过餐饮等多个行业，不仅积累
诸多经验，结交到很多大陆朋友，而且还
在这里收获了爱情，事业生活红红火火。

在福州站稳脚跟后，陈武龙开始转
入牛樟芝行业。“长年做生意，经常应酬，
肠胃都泡在酒里，身体负担很重。”陈武
龙一度觉得身体要垮了，后来一个台湾
朋友来看他，带来一些牛樟芝。亲身感受
了牛樟芝的益处，陈武龙看好牛樟芝产
业的发展前景。

牛樟芝又名牛樟菇，是一种台湾特
产的食药用真菌，生长区域为海拔 450米
至 2000 米的山林间，且仅生长于牛樟树
干腐朽的中空内部或倒伏树干的潮湿表
面。在台湾民间，牛樟芝被视为“药王”，

对排毒、护肝、增强免疫力等很有帮助，
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

2014 年，陈武龙投资创立福建皓天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户在福建省中医
药研究院内。他从台湾运来牛樟段木，
借助福建的中医药优势，开始培育牛樟
芝。陈武龙觉得，光靠台湾运来的牛樟
段木还不够，要发展牛樟芝产业，最好
让牛樟树在大陆扎下根。

好消息很快传来。2015 年，在第七届
海峡论坛上，有关部门宣布开放台湾牛
樟芝输入大陆，而福建也大力支持中医
药事业发展，这让陈武龙看到了机遇。不
久，他经“两马”航线，带来 5 万颗牛樟树
种子，开始在福建选址种树。

“福建与台湾气候相近，农业生态
环境、作物生长规律也基本相同。”经过
实地考察和流转土地，陈武龙开始推广
试种。如今他的苗木基地遍布福州、漳
州、宁德等地，面积达 1000 多亩，种植牛
樟苗超过 3 万株。

推广种植

农业的投入周期长、见效慢，可陈武

龙一点也不担心，“做事和种树一样，得
先把根扎牢”。

“前面几年，我们主要在做育苗。”陈
武龙告诉记者，他们通过与大陆研究机
构合作，由两岸农业专家进行组培研究，
如今已经攻克牛樟树育苗栽培的技术难
关，完成了牛樟芝产业发展关键的一环。

光 是 前 期 投 入 ，陈 武 龙 就 花 费 了
3000 万元。“首先我们要培育最正宗的牛
樟树苗，其次种苗需要量产。”陈武龙介
绍，整个台湾牛樟树种苗量才一二十万
棵，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育好种苗，接下来就是种植。“牛樟
树一般要经历三四年的生长，才能产生
收益。”陈武龙坦言，随着树木的生长，收
益也将逐年增加。比如，树枝可以提取牛
樟精油、纯露，做成护肤品，树叶也可做
成牛樟茶或其他功能性饮料。“等长到六
七年，还能作为繁殖种子和种苗的来源，
通过售卖种子和苗木实现经济效益。”

“牛樟芝就更有用了。”陈武龙告诉
记者，他的最终目标是搞好牛樟芝的培
育和研发。通过对牛樟芝进行科学提取、
加工，让牛樟芝中的三萜化合物发挥效
用。同时，带动农户一起种植，共同致富。

期许融合

近几年，大陆出台了一系列惠台利
民政策措施，鼓励支持台胞投资农业。
在此背景下，未来之路怎么走？身兼福
建省牛樟芝协会常务理事的陈武龙一
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科技研发肯定是第一位。”陈武龙
认为，牛樟芝行业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
于它的科技含量，而科研水平的高低决
定了各个产品质量的好坏。“同样是滴
丸，同样是三萜化合物，有的提取纯度只
有 60%，有的高达 80%，不同纯度的产品，
功效自然大不相同。”

对于提取纯度的追求，陈武龙认为
不能操之过急。“牛樟芝生长需要时间，
我们研发产品也需要时间，无论多久我
都会坚持下去。如果我干不动了，我会交
棒给孩子继续做。”陈武龙早已做好深耕
的准备，如今他的儿子已考入福建师范
大学，未来“父子档”接力创业发展的“剧
本”也有望上演。

不久前，2023 海峡两岸牛樟芝产业
交流活动在福州举行，陈武龙受邀参加。
会上，“推进两岸牛樟芝标准共通”成为
与会专家和业者的共识。

“牛樟芝产业发展壮大，可以为两
岸 中 医 药 产 业 的 融 合 发 展 树 立 标 杆 ，
而 这 离 不 开 两 岸 携 手 合 作 ，包 括 牛 樟
芝繁育方法、品质监控技术、功效成分
提取、产品研发等。”在陈武龙看来，现
在亟需解决的就是牛樟芝共同标准的
制定，要使用同一种技术标准，落实同
一 套 管 理 规 范 ，牛 樟 芝 产 品 才 能 在 两
岸融合互通。

“可喜的是，福建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推
动，两岸牛樟芝行
业标准共通不会
远了。”陈武龙相
信，随着福建加快
两岸融合发展示
范区建设，两岸业
者携手合作，这块

“森林红宝石”一
定会大放异彩。

作为第一批“登陆”的台商之一，事业爱情双丰收的陈武龙一头扎进牛樟芝产业中。他的心愿是

让“森林红宝石”大放异彩
□本报记者 刘深魁 李烈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林泽贵） 从 26 日起，台胞在
厦门看病办理台湾地区健保核退（即报销医疗费
用）更方便了，不出医院即可一站式办理住院 5 日
以上（含 5日）健保核退公证手续。

当天，在厦门长庚医院台胞医保服务站，厦门
市医保部门联合鹭江公证处正式推行台胞住院5日
以上（含 5日）健保核退公证服务“院内直办”措施。
厦门市医保局称，此举为大陆首创，自试运行以来，
已为7名台胞成功办理院内线上直办公证业务。

“健保核退涉及公证的手续，原来需要我自己
跑到公证处办理，现在出院时直接在医院就能办，
对我们台胞来说太方便了！”在长庚医院住院的台
胞刘先生赞道。

为解决台胞在厦就医医疗费用回台报销“路
途远、手续杂、期限久”等困难，厦门市医保部门在
全市 8 家台胞医保服务站，为台胞提供就近办理
门诊、急诊及住院 5 日内就医的健保核退结算服
务，但台胞住院 5日以上（含 5日）医疗费用的健保
核退结算事宜，仍需要台胞本人在出院后先在大
陆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拿到公证书后再回台湾
办理后续事宜。

为此，厦门市医保部门联合鹭江公证处、厦门

长庚医院在大陆首创推出“医保+公证”服务，推
动台胞健保核退公证环节试点前移至台胞医保服
务站，实现“院内直办”“线上公证”，切实让台胞享
受到就医便利。台胞在台胞医保服务站完成公证
办理后，可自主选择邮寄或自取公证书正本，待收
到公证书正本并确认台湾海基会已获取公证书副
本后，就可以回台湾办理后续核退事宜。

近年来，厦门市医保部门致力于构建服务两
岸融合发展的医保体系。支持在厦就业的台胞按
规定参加厦门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厦就学或
在厦居住且办理台湾居民居住证的非就业台胞参
加厦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推动实现在厦
参保台胞与本市参保人享有同等医保待遇。其中，
参加职工医保平均报销比例达 85%，参加城乡居
民医保住院平均报销比例达 70%，职工、居民一个
医保年度综合保障分别达 120 万元、60 万元，保障
水平居大陆前列。

下一步，厦门市医保部门将继续关注台胞在
医保领域的需求，充分利用福建对台的独特优势
和先行示范作用，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
路，不断拓展和完善台胞医保服务站服务内容，打
造具有厦门特色的台胞医保服务模式。

厦门推厦门推““院内直办院内直办””，，
便利台胞看病费用报销便利台胞看病费用报销

26日，台胞在厦看病办理台湾地区健保核退公证实现“院内直办”。
（厦门市医保局供图）

陈武龙（左）向客人介绍牛樟芝。

新华社香港2月26日电 香港理工大学（简称“理大”）26日为
该校最近成立的电动车研究中心举行启动仪式。该中心由中国工
程院院士陈清泉带领，建立先进的电动车研发平台，以应对现代电
动车的能源及技术挑战。

理大电动车研究中心主任、电机及电子工程学系杰出讲座教
授陈清泉当日表示，现在是把握电动车研究和教育机遇的大好时
机，理大电动车研究中心有三大任务，包括培养人才、开展前沿研
究以及将研究成果产业化。

陈清泉介绍，理大电动车研究中心旨在为粤港澳大湾区和全
球培育电动车创新型人才、积极与内地和香港企业合作，致力构建
产学研协作平台，专注电动车前沿研究以及电动车与电网和 5G网
络的融合应用。该中心将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以实现更高效率、
安全、可靠的电动车技术解决方案。

理大校长滕锦光在启动仪式上表示，理大致力以科研应对
社会面对的挑战，中心的成立将进一步推动该校在这一重要领
域的科研进展。中心将聚焦电动车技术、智慧交通系统和能源管
理领域的尖端研究和开发，以提高能源效率和环境效益，创造新
机遇。

在启动仪式上，理大电动车研究中心分别与中国电力国际发
展有限公司和威驰腾（香港）汽车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当日
理大还举办了以智慧电动车与碳中和能源为主题的论坛，来自政
府、创科、能源和学术界人士以及师生等约 350人出席。

香港理大电动车研究中心启动

新华社香港2月26日电 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保安局、教
育局及香港善德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全港学界国家安全常识挑战赛
26 日举行总决赛和颁奖典礼。该比赛旨在加强学生对宪法、香港
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的认识。

挑战赛以问答比赛形式进行，分为小学组及中学组，设有队际
赛及个人赛，共吸引超过102000名来自585所中、小学的学生参与。

颁奖典礼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通过视频致辞表示，相
信同学们通过参赛丰富了对宪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和总体
国家安全观的认识，体会到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香港基本
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是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令
香港特区拥有更完善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体系。香港基本法
第二十三条立法将成为国家安全教育新范畴，特区政府会积极推
展有关工作。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主礼时表示，香港国安法为
香港带来更加安全和稳定的环境，为同学们的学习和成长提供了
更加优越的条件。他期望同学们保持对国家安全的关注和热情，为
建设安全稳定的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香港善德基金会主席董吴玲玲说，基金会将继续深化国家安
全教育工作，培养年轻人正向思维、法治观念。

香港全港学界国家安全常识
挑战赛举行颁奖典礼

25 日，福州市鼓楼区鼓西街道“两岸童谣之
旅鼓楼灿言驿站”正式启用，两岸小朋友通过童谣
和非遗艺术表演，感受童谣的魅力，增进彼此的了
解与友谊。

据了解，2023 年 9 月，由福州海峡两岸和平统
一促进会发起的“两岸童谣之旅”活动启动，计划
在两岸设立 99 个特色驿站。截至目前，已在闽台
两地设立 12 个驿站。“两岸童谣之旅鼓楼灿言驿
站”旨在为两岸青少年打造专属非遗童谣文化场
所，设有非遗体验区及非遗童谣创作工作坊，通过
童谣创作与传唱，为两岸青少年搭建交流互动的
平台。图为在“两岸童谣之旅鼓楼灿言驿站”启用
仪式上，两岸小朋友手举福字、灯笼合影留念。

本报通讯员 谢贵明 摄影报道

“两岸童谣之旅鼓楼
灿言驿站”正式启用

扫一扫，看更多报道

中新网2月26日电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岛内食物类价格
飙涨，低收入家庭日子更苦了！近日，台湾“主计总处”公布的 1月消
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为 1.79%，如果按照家庭收入层级区分，
低收入家庭CPI的年增率高达 2.09%，高于高收入家庭的 1.57%，两
者差了 0.52个百分点。学者直言，长期下去恐拉大贫富差距。

经常外食的上班族 Tina 表示，今年开工后，连锁卤肉饭餐饮
店的鸡腿便当涨到 135 元（新台币，下同），其他连锁店的排骨便当
也要价 118 元，初估年前、年后每月的外食费恐怕要多 600 元的支
出；餐饮业者 Jeff 也大吐苦水，1 年前好市多（超市 Costco，在台湾
地区称为“好市多”）特选牛腱每公斤 304元，现在却涨到 409元，涨
幅高达 34%，加上求职市场大缺工，时薪没有上调到 200 元根本请
不到人，所有成本都得反映在售价上面，劳资双方都很苦。

就高、低收入家庭面对相同的通货膨胀情境，可支配收入最低
的 20%家庭，不只收入较低，而且物价涨幅的压力也比别人感受更
明显。有学者提醒，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不仅贫富差距愈拉愈
大，社会也容易出现仇富心态。

台湾“主计总处”工作人员分析，低收入家庭的 CPI 涨幅明显
高于高收入家庭，主要原因是不同收入层级的家庭支出结构不同，
以低收入家庭为例，食物类占比较高，达 31%。而可支配收入最高
的 20%家庭，食物类占比为 22.6%，食物价格飙涨，不会对其生活产
生太大影响。

台湾“主计总处”统计显示，1 月食物类涨幅仍高达 4.1%，尤其
民众经常购买的水果涨幅逾两成，肉类涨 5.63%，调理食品、外食
费涨幅分别为 4.31%、4%。食物类购买频率高，让低收入人群对通
货膨胀格外有感。

台湾岛内食物类价格飙涨

台湾民众逛菜市场。 （台媒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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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梦婕） 近日，台湾中华国际享龄赋能教育发
展协会来厦门湖里禾山社区参访，就两地的社区养老服务与健康
产业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台湾中华国际享龄赋能教育发展协会社区健康管理师沈雅琪
看到柔力球表演后，认真学了起来。她说，在台湾也会教老年人健
身操，柔力球是非常适合小朋友和老年人的一项运动，想要带回台
湾分享。

参访时正值元宵佳节来临，禾山社区特意准备了汤圆，并邀
请专业老师教两岸同胞学习剪纸。来访的台胞叶乃桢说，元宵节
是两岸的传统节日，大家一起吃汤圆、一起学习传统剪纸技艺，
特别有意义。

台胞组团来厦
开展社区养老专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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