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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潘薇

“来一杯台湾冻顶乌龙茶

吧！”日前，在2024中国厦门国际

茶产业(秋季)博览会（以下简称

“厦门国际茶博会”）台湾展区，不

少台湾商家带着自家特色产品前

来参展推广。喝茶、品茶、“玩”

茶、买茶，两岸民众以茶会友，共

品茶香。多位台湾参展商表示，

今年的厦门国际茶博会十分热

闹，有近1500家企业参展。两岸

茶界也通过这一平台进一步促进

贸易往来、茶缘相融。

茶人世家带好茶交朋友
来自台湾南投县竹山镇的茶

商叶淑盆，此次特别把自家的“拿

手好茶”带到厦门国际茶博会现

场。她是“游山茶访”第五代制茶

人，家族从事种茶、制茶已有100

多年历史，目前正积极拓展大陆

市场，共叙茶缘。

叶淑盆表示，去年他们参展

的产品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爱，

所以今年再接再厉，带来更多好

茶与大陆朋友分享。她说：“今年

我们带来了特色甜香冻顶乌龙

茶。台湾乌龙茶品种和制茶工艺

是从福建传过来的，在台湾地区

经过演变和技术提升等，成了今

天我们熟悉的台湾乌龙茶。”

除了推广茶叶以外，许多茶

商还在包装设计上下足了功夫。

来自台中的王冠杰，把两岸共同

的民间信仰“妈祖”形象，创新地

运用在茶包装中，收获了不少茶

友的芳心。王冠杰说：“我去年参

加了背着‘妈祖回娘家’的徒步活

动，两岸青年背着妈祖神像从泉

州天后宫徒步到莆田湄洲岛祖

庙。我觉得有海的地方就有华

人，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信

仰。台湾乌龙茶是闽南人常喝的

茶，我们希望通过将妈祖IP跟茶

叶相结合，把妈祖和茶文化推广

到世界各地。”

特色台湾岩矿壶亮眼
台湾展区的参展企业数量

多，展品种类也十分丰富。从事陶

艺创作近30年的台湾陶艺家李仁

嵋此次带来亲手设计的百件茶器，

其中完全采集当地天然原料创作

的台湾岩矿壶是一大特色。

李仁嵋介绍，20世纪90年代

末时，台湾发生了一场剧烈的地

震，裸露的岩矿因缘际会成了台

湾壶艺创作者的素材，从而有了

岩矿壶。这种壶不仅造型独特，

还具有净化、改善茶质的功效。

李仁嵋说：“在厦门国际茶博会，

我们可以直接跟消费者互动，可

以更深刻了解消费者对我们器

物的想法。同时，我们更想来看

看大陆市场情况，特别是关于大

陆茶文化和茶器具现代的走向和

趋势。”

台商以茶会友 共觅市场商机

晨报讯（记者 陈翠仙）欢快

的音乐声伴随着绚丽的灯光，让

位于湖里区后浦社区的HOPE

夜市热闹非凡。日前，“咱的故

乡咱的歌”第一届社区闽南语歌

唱比赛第一季度赛在此举行，为

观众们带来一场闽南语音乐盛

宴，也为两岸音乐爱好者搭建了

展示的舞台。

比赛现场，15名选手轮番上

阵，有11岁的本地少儿歌手，也

有在大陆打拼10多年的台胞，他

们以音乐为纽带，唱出两岸情

谊，唱响美好生活。据介绍，第

一届社区闽南语歌唱比赛自6月

30日举办以来，共吸引408名两

岸选手参加。比赛为期一年，分

为日赛、周赛、月赛、季度赛、年

度总决赛等环节。

“我来到大陆已经16年了。”

来自桃园的罗碧霞告诉记者，她

和她的儿子都是HOPE夜市上

的商户，几乎每天进行的比赛为

夜市带来了不少人气，让他们母

子俩的生意红红火火。在朋友

的鼓励下，罗碧霞也报名参加了

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比较拘束，

几轮比赛下来，现在进步不少，

也更加有自信了。”罗碧霞告诉

记者，通过比赛她结交了不少朋

友，大家亲切地喊她“罗姐”。

同样来自台湾台北的张家

瑜用一首《鼓声若响》征服了现

场观众。虽然来到厦门才3个多

月，但她对于厦门的生活感到十

分亲切。厦门不仅有同样的语

言、同样的习俗，她还通过歌唱

比赛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参加完比赛后，和朋友们一起吃

夜宵、聊天，是她最惬意的时光。

两岸青年齐聚
畅享发展机遇
晨报讯（记者 潘薇）10月

11日，“侠骨丹心 月满江湖”第

十四届达商汇中秋团聚会在龙

山时尚中心演绎大厅精彩上

演。本次活动以江湖文化为主

题，邀请了近400名达商汇的

新老朋友共襄盛举，共同度过

了一个充满武侠气息的奇妙

夜晚。

现场举办了热闹非凡的博

饼活动以及丰富多彩的节目表

演。两岸青年轮番带来舞蹈

《你要跳舞吗》、古色古香的汉

服走秀、深情旖旎的萨克斯表

演、招式精湛的武术表演，以及

百人同歌的歌曲串烧等。

启达创业董事长吴小贵表

示，启达创业秉承“共享无边

界、创业有睦邻”的经营理念，

致力打造能创业有生活有温度

的产业生态圈。

厦门市台商协会副会长兼

青委会主委、厦门启达台享创

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范姜锋

表示，截至目前，启达海峡双创

基地已经服务台湾青年超4万

人。未来，他们将以“科创、台

创”为核心，深化产业空间、产

业服务、产业资本三大蓄水池

建设，通过多样化形式促进圈

层联动与互补、资源共享和强

强联合。

秀出闽南歌 唱响两岸情

晨报讯（记者陈翠仙）“厦门

的同胞们都很热情，有机会可以

过来养老。”日前，78岁的金门同

胞黄振良搭乘“厦金航线”来到

厦门过重阳节，他兴致勃勃地分

享了自己的养老计划。据介绍，

此次共有百名金门同胞跨海前

来参与首届“厦金同城生活圈”·

重阳敬老文化节活动，

此次参与活动的金胞年龄

都在60周岁到80周岁之间，来

自金门西园、和平、古宁头、朱沙

四个社区。在两天时间内，来自

金门、湖里的两岸老年朋友在重

阳佳节欢聚一堂，共享节日的温

馨与团圆，并相继走访考察湖里

区养老机构运营情况、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开展情况。

金门方领队李养生说：“我

认为两岸要自然而然在产业、经

济、民生上去融合，这次活动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祖籍是厦门同安，几乎

每个月我都会来厦门参加一些

文化活动。”黄振良说，此次考察

了厦门的养老环境，十分心动，

未来会考虑到厦门养老。

湖里区委台办主任方旭明

表示，“我们想把惠台举措真正

落实到位，让同胞们先来感受，

和大陆社区居民交流，来湖里区

养老、居家、生活、工作。我们也

为参加活动的长者们准备了伴

手礼，希望金胞们能体会到两岸

一家亲的浓浓氛围，厦门金门自

古更是门对门、心连心。”

两岸同胞共同参与闽南语歌唱比赛。

“希望有机会来厦门养老”
百名金胞来厦过重阳，厦门优越养老环境获认可

▲王冠杰打造妈祖IP茶叶礼盒。

记者潘薇摄

▼台湾业者与客商交流。记者潘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