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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依媄在介绍产品。

“大陆的大山大河和人文古迹都是台
湾没有的，越不让我们去大陆，我们就越想
去。”年过六旬的台北市民陈先生 5 月 31 日
来到台北观光博览会，本想和老伴找个去
大陆的旅行团，没想到扑了空。

为期 4 天的台北观光博览会 5 月 31 日
开幕。由于民进党当局禁止岛内业者招揽
赴大陆旅行团的“禁团令”依旧维持，博览
会上全然不见大陆展商，也不见台湾旅游
业者推出赴大陆团队游项目。

“年纪大了，出去玩不报团很不方便，
子女也不放心。”同陈先生一样，专程来找
赴大陆旅行团的民众不在少数，但多不了
解民进党当局的“禁团令”。台湾“东南旅
游”行销本部负责人徐玉玲对记者说：“来
询 问 赴 大 陆 旅 游 的 顾 客 超 多 ，都 失 望 而
归。”

“中老年人喜欢自然风光和古迹多一
些，年轻人对上海、重庆等城市更感兴趣。

我们的旅行团还曾开设汉服体验等特色旅
游项目，很受欢迎。”徐玉玲说，“东南旅游”
的赴大陆旅游业务在总业务量中占比最高
时达两三成，开设多条旅游线路，“当下的
禁令对我们影响很大”。

2020 年初，民进党当局单方面禁止大
陆居民赴台，并叫停岛内旅行社经营赴大
陆团队游业务；去年 11 月承诺今年 3 月解
除“禁团令”，不料今年 2月突然要求旅行社
停止招揽赴大陆团客，6 月 1 日起不准出
团。

一段时间以来，岛内民众和业者对“禁
团令”声讨不断。5 月 30 日，民进党当局表
示 6 月 1 日前规划的赴大陆旅行团业务可
执行，但仍没有解除后续的“禁团令”。对
此，台湾各界纷纷批评当局罔顾观光业者
和普通民众利益福祉，人为制造两岸交流
障碍。

《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如果民进党

当局的思维及作法不改，业者被逼着走上
街头是迟早的事。

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公会总会理事长萧
博仁接受媒体采访时，将“禁团令”形容为

“紧箍咒”，并表示这对旅游业者非常不友
善，希望尽快解除。两岸交流应往前进，否
则不会有好结果。

在博览会现场，不少业者都对记者表
达了恢复两岸旅游正常化的期盼。台湾“乡
村旅行社”工作人员黄顺安说：“两岸同宗
同源，旅游交流本来很方便。如今的‘禁团
令’对我们业者伤很大，我们很遗憾。”

台湾中华航空旗下一家饭店的工作人
员表示，以往来自大陆的游客不少，消费力
也都很强。现在业者为了生存，只能舍近求
远，想尽办法开拓海外客源。

“魅力魔都上海”“天府之国成都”……
记者在博览会现场发现，不少业者推出赴
大陆个人游产品，希望尽力满足岛内市场

需求。
“为了生计，我们绞尽脑汁，想帮助旅

客达成赴大陆旅游的愿望，尽量减少他们
因无法参团而会遇到的不便。”一位业者告
诉记者，有些旅行社推出了个人游产品；有
些与大陆旅行社合作，旅客到达大陆后再
成团；还有些鼓励顾客自行结伴，通过旅行
社代办集体前往……

“明明我们可以坐在桌上吃饭，为什么
要在墙角偷偷吃饭。‘禁团令’让旅行社不得
公开招揽旅客，生意受到严重影响。”台湾中
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岳表示，业
界普遍强烈要求民进党当局赶快解除“禁团
令”，让两岸旅游交流早日恢复正常。

台湾资深媒体人李晴果撰文表示，民
众和业者应该持续给当局适当的压力，让
他们对赴大陆观光旅游提出明确且积极的
政策方向，愈拖只会对台湾愈不利。

（新华社台北6月1日电）

操弄“禁团令”，民进党当局给两岸旅游交流套上“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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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乡是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清流溪鱼’的重
要产地，但渔业仍然是以传统的养殖以及活鱼销售
为主，销售时间有限，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近
日，在福州市晋安区、三明市清流县联合举办的福
建省“师带徒”引凤计划——台湾人才赶集日活动
上，清流县沙芜乡副乡长温志前道出了当地渔业发
展的苦恼。

“现场有台湾专家可以给出建议吗？”主持人问道。
话音刚落，台湾教师、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自动化工程学院副教授简国华站起来，接过了话筒。
“温乡长好！建议第一步先做好鱼类的粗加工，做

一个可以实现急速冷冻技术的试产车间，解决鱼类销
售期限过短的问题。”简国华说，“下一步，再考虑对鱼产
品进行深加工，向预制菜等相关产业链延伸。”

在当天活动现场，清流县基层产业项目介绍人
通过路演，推介了“茶叶种植技术及深加工项目”“水
产养殖技术项目”“闽台同源文旅开发项目”等 5 个
项目的概况、前景、合作和需求。经线上线下交流互
动，项目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并与 4 个台湾团队分
别签约。

活动结束，在会场旁的洽谈室，项目负责人和签
约的台湾团队又坐了下来，聊下一步具体的合作计
划。“我们会带团队到茶园实地考察，再给出优化茶
叶种植技术、改进生产工艺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台
湾茶园观光协会创会理事谢国祥的团队当天与福建
清流兰山茶饮有限公司签约，拟以茶艺专家身份帮
助当地茶产业发展。

“公司正在建设直播平台，想要增强品牌影响力，
助力营销。”会谈中，福建清流兰山茶饮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邹伟介绍说。

“那首先要将品牌与茶文化结合起来。很多老百
姓现在跟着流行喝茶，真正懂得喝茶的人是少数。如
果我们品牌在直播的时候能把这个命题做好，相信会
吸引更多消费者。”谢国祥提出建议。

据介绍，福州市晋安区、三明市清流县将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持续用好“师带徒”“揭榜挂帅”等引才载体，
依托晋安区人才综合服务港、清流台湾人才驿站等对
接平台，吸引更多台湾人才加入乡村振兴的队伍。

你点题我出招，乡村振兴路上跑
——福建省“师带徒”引凤计划——台湾人才赶集日活动见闻

□本报记者 汪洁 文/图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3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如果美方
对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实施签证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香
港高等法院依法判决“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部分涉案人员发表
声明，宣布对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毛宁表示，美方蓄意攻击“一国两制”，抹黑香港国安法，妄议
香港民主自由状况，干预香港特区司法，滥施签证限制。有关行径
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强烈不
满、坚决反对。

毛宁说，涉案反中乱港分子的所谓“初选”严重挑战香港特区
宪制秩序，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该案其他 31 名被告早已认罪。香港
特区执法和司法机关依法履职、惩治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合
理合法。中央政府对此坚定支持。

毛宁表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法治，恪守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不得以任何方式插手干涉香港事务。如果美方对中
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实施签证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

外交部：

如美方实施签证限制
中方将坚决反制

谢国祥（左）代表台湾团队与福建清流兰山茶饮
有限公司签约。 “感谢你们今天的答疑解惑，解决了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台胞陈女士握着法官、特邀调解员的手连连道谢。这是近日在
福州市台胞权益保障法官工作室开展的涉台法律咨询活动中
的一幕。

陈女士是一名祖籍福州的台胞，其父晚年从台湾回榕定居
后，在榕购买了两处房产。陈女士父亲生前留下了一份自书遗
嘱，表明将他名下的房产及存款指定由陈女士继承。在陈女士父
亲去世后的这 10 年间，陈女士均因事务繁忙，未办理继承相关
手续。直到去年 9 月份，其中一处房屋要拆迁，当地有关部门联
系陈女士后，陈女士才开始办理继承手续。由于两岸继承问题上
存在差异，于是，陈女士到福州市台胞权益保障法官工作室进行
咨询。

“我们兄妹七人相处和谐，其他兄弟姐妹对这两处房产由我继
承都表示同意，也愿意声明放弃继承这些财产，但我不知道怎么
做。”陈女士说。

“其他遗产继承人可以在台湾地区办理放弃遗产继承声明的
公证后，再由大陆的相关公证机构进行认证，这样公证的效力才最
高。同时，您的兄弟姐妹也可经公证后委托，由其中一人代表返榕
办理相关手续……”福州中院民四庭法官赵永凌解释道。

最终，经过两个小时的答疑解惑，陈女士对遗产继承相关问题
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减轻了因两岸送达问题可能导致的诉累，有
效提高了陈女士办理遗产继承手续的效率。

像这样解决台胞台企“急难愁盼”的故事在福州中院有很多。
仅 2023 年，福州中院台胞权益保障法官工作室接受台胞台企电话
咨询 100余次，开展线下法律答疑 30余场次。

“我已经在大陆生活了 10 多年，近年来福州中院出台了一系
列保护台胞台企合法权益的政策措施，让我们在福州放心投资、安
心工作、舒心生活。”福州市台协会会长蒋佩琪说。

近年来，福州中院以有效预防化解涉台矛盾纠纷为目标，
依法保护台胞台企合法利益诉求为重点，创新深化涉台司法，
坚 持 司 法 服 务 、司 法 交 流 、司 法 研 究 一 体 推 进 ，全 力 打 造 涉 台
司 法 先 行 窗 口 ，为 建 设 两 岸 融 合 发 展 示 范 区 先 行 城 市 注 入 司
法动能。

早在 2014 年，福州中院就与福州市台胞权益保障中心共同设
立了大陆首个台胞权益保障法官工作室，其后推广设立了 14 个台
胞权益保障法官工作室，已成为化解涉台纠纷的前沿平台及沟通
交流的重要纽带。

近年来，福州中院主动融入海丝中央法务区福州片区建设，设
立“涉外涉港澳台商事纠纷调解室”，实现了“法院-台办”横向联
动、“法务区-调解室”纵向贯通，打造“线下服务+线上诉调对接”一
站式平台。自该调解室设立以来，福州中院已开展诉前咨询、诉中调
解、执前和解等联动调解会近50场次，受到广大台胞台商好评。

做台胞台企的贴心人
——福州中院服务台胞台企纪事
□本报记者 庄严 通讯员 闵丹丹 陈华琦

本报讯（记者 林梓健 文/图） 弘扬传统文化，感受国风魅力。6
月 1日，“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厦门湖里凌云玉石博物馆里欢声笑
语，100多名在厦门湖里的台胞子女欢度“六一”。孩子们身着汉服，学
习国礼，体验印章篆刻，还收到了满满的礼物，度过了快乐的儿童节。

参观凌云玉石博物馆，追溯华夏文明起源；学习国礼，感受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我在金门念小学六年级，这次来厦门湖里参加
活动收获很多。这是我第一次学习国礼，让我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
深的了解，我很喜欢。”12岁的金门小朋友石宇豪说。

厦门台商协会荣誉会长吴家莹表示，孩子是未来的主人翁，湖里
区台办每年都举办这样的活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是非常
有意义的事。

台胞子女在厦门欢度“六一”

小朋友学习行揖礼。

本报讯（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何小丽 文/图） 6 月 2 日，中
华民族优秀文化福建体验项目（闽东之光·两岸福茶坦洋工夫）展
演活动在北京举办（如图）。

本次活动以“一叶同根 青春模样”为主题，由福建省民族团结
进步协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支持，福州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
会、福安市茶业协会共同主办。

在展演现场，两岸青年同台表演，展现“闽东之光”风采。创意
十足的茶艺情境《清风雅韵》，富有韵味的传统茶艺《坦洋往事》，独
具特色的民俗情境《宝塔茶》……展示了福建东部地区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中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让大家感受到闽东的浓厚文
化氛围，感受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闽东之光两岸福茶坦洋工夫茶文旅线路，
公布了“坦洋工夫”杯 2024 全国红茶产品与包装调查推选暨福安
市第十九届斗茶赛评选结果。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福建体验项目自 4月 18日开展至今，“簪花
装扮”“大漆漂染”“中国白瓷”“大众茶馆”等文化民俗体验吸引了
众多体验者。此次展演活动又以“茶艺表演＋茶艺品鉴”形式，进一
步增进了两岸青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两岸福茶坦洋工夫在京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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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向大家推
荐我们的新品芋泥提拉米苏。”近日，刚参
加完中国国际焙烤展回到福州，台胞陈依
媄又马不停蹄地赶往薇麦初秋的品牌直播
间，与专业主播一起介绍起自家产品。

在台湾长大的陈依媄从未想过，因为
一段两岸婚姻，她不仅在福州安了家，还开
创了一番“甜蜜”的事业。

来榕创业

初见陈依媄，是在薇麦初秋烘焙工厂
店 内 。柔 和 的 灯 光 从 大 大 的 落 地 窗 透 出
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面包香，店外一
块画着卡通形象的宣传牌上面写着“坚持
做自家小孩放心吃的产品”。陈依媄介绍：

“这是我们做这个烘焙品牌的初心。”而陈
依媄的故事，还要从一段跨越海峡的爱情
说起。

2007 年，陈依媄经熟人介绍与福州人
洪健相识，很快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并
步入婚姻殿堂。结婚后，两人定居在台湾桃
园，但因为公公婆婆仍居住在福州，只好两
地来回奔波。

“我一直想在福州定下来，这里食物
的口味和台湾很像，生活很舒适，未来的
发展前景广阔。”陈依媄告诉记者，在创立
薇麦初秋前，她在福州从事过电商、茶饮
代理等行业。在三个孩子陆续出生后，因
为 孩 子 是 过 敏 体 质 ，她 挑 选 食 品 向 来 谨
慎。在给孩子做面包时，她萌生了创立烘
焙品牌的想法。

万事开头难。因为要做食品工厂，选址
和厂区环境都需要符合食品生产经营的严
格标准，于是，她向当地政府寻求帮助。得
知她是台胞想要创业，仓山区建新镇凤高
村的村干部陪着她多方寻觅场地，最终以
较优惠的租金把村里的集体固定资产租给
陈依媄作为工厂。

在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时，村干部们
更是一次次上门辅导。“没耽搁什么时间，3
个月我们就领到证件了。”陈依媄说，村干
部不仅在公司筹备期给予积极协助，在公
司成立后员工的医社保、税务等方面，也一
直提供热情服务，让她感到很温暖。

专注品质

从创业初期，陈依媄就深知，好的产品、
好的品质才是品牌的发展之道。“我们所有
的产品都坚持零添加，并且采用最好的烘焙
原料。”提起自家产品，陈依媄满脸自豪，“你
看这款面包，里面的德国香肠都是纯肉肠，
面团加了进口奶油，所以口感非常软。”

除此之外，陈依媄还经常与她从台湾
请来的烘焙师傅一起研发新产品。“这是热
卖的豆乳盒子，月销量超过 3000 盒，你尝
尝。”只见盒子里面撒着香浓的黄豆粉，传
统 Q 弹的台式麻吉铺在表面，再加上底部
入口即化的奶冻和进口安佳淡奶油，一口
下去，尽享舌尖与味蕾的碰撞，不同的口感

让人停不下来。
有好的产品，在竞争激烈的烘焙品牌

市场如何闯出新赛道？
陈依媄调查发现，大部分烘焙面包店

采用的是“中央厨房+分店分送”的模式。这
种模式可复制性强，但投资大，需要布设大
量门店。陈依媄在创业之初便决定走电商
渠道，专注于供应链“零库存、零耗损”模
式，让企业大大减少了经营压力。

“我们现在只有这家线下门店，专注做
工厂供应链。这样能在保证品质的同时，为
消费者提供最实惠的价格。”指着店内“9.9
元三个面包”的牌子，陈依媄说，现在消费
者都追求性价比，这样好吃不贵的产品自
然受到青睐。

2018 年，薇麦初秋与福州一家大型电

商平台合作，凭着台式糕点的配方和手艺，
加上高性价比的优势，收获了不少“粉丝”。
如今，薇麦初秋已经成为该电商平台的头
部合作伙伴，2023 年营收突破 3000 万元。
食品厂的面积也从创立之初的 500平方米，
拓展到即将在厦门投产的 5000 平方米，闯
出了自己的广阔天地。

创业大获成功，不少台湾朋友找陈依
媄取经。“福州是一个很有活力和发展前景
的城市。不仅如此，和台湾年轻人的‘小确
幸’不同，这里的年轻人都很有拼搏精神，
我很喜欢他们身上的那股劲。”陈依媄说，
作为“第一家园”先行城市，福州有不少惠
台利民的政策措施，很适合台胞创业发展。

美好愿景

小薇，一个留着齐刘海、爱吃吐司的可
爱女孩，这是薇麦初秋的品牌形象 IP。

薇麦初秋的吐司袋设计，是小薇手中
拿着透明的“吐司”；定制的帆布袋上，骑着
摩托车的小薇背后是台北的标志性建筑
101 大楼；工厂门店内茶饮的包装上也能看
到小薇的可爱形象……

“在烘焙界，很少有品牌把心思花在创
立和运营品牌 IP上。但是一个成功的 IP，能
够成为品牌最具影响力的标识，还能和消
费者拉近距离。”陈依媄告诉记者，下一步，
她计划推广具有福州特色的风味小吃，比
如橄榄酥、茉莉花酥等，并把文创设计运用
到包装上，做好看又好吃的伴手礼。“像去
台湾旅游都会买凤梨酥一样，希望以后游
客来福州，就会买薇麦初秋的伴手礼。”

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陈依媄一直关
注妇女创业。“公司里现在 90%以上的员工
都是母亲，她们因为要照顾孩子和家庭，就
业挺不容易的。”陈依媄说，现在公司正在
鼓楼区试点小型早餐工程，未来会开放加
盟，让更多的妇女能小成本创业。

事业红红火火，陈依媄也计划将整个家
庭转移到福州。小女儿已经从台湾转到福州
的私立小学读书，在台湾读高中的大女儿也
与她商量好，未来就报考福建的大学。“相信
过不了多久，我们全家人都会在福州团聚。”
谈起未来的生活，陈依媄满怀期待。

烘焙出的甜蜜生活
——记在福州创业的台胞陈依媄

□本报记者 汪洁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