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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凉山冕宁县宏模镇的油橄榄现代
林业园区里，一望无际的油橄榄树静静矗立
着。风吹过，树林发出阵阵飒飒声，像是欢
快的歌唱。

眼前这位68岁的精瘦老人林春福，谈起油
橄榄头头是道：“油橄榄种植对气候要求很高，
冬天需要 3℃以下低温、持续两到三个星期，
但不能积雪。全年需要有充足的日照，降雨量
不能太多。冕宁的气候刚好符合条件，是国内
油橄榄生长的一级适生区。而且，我们采果时
间是每年 9 月份，生产的橄榄油是北半球最
早、最新鲜的，抢占了市场销售的先机。”

面对这么专业的介绍，记者不禁脱口问
道：“您之前也是从事农业的吧？”

林春福笑了：“来这之前，我在深圳做了十
几年的工艺品外销，厂里有 12000 名员工，跟
农业完全不沾边。”

彼时，农业“门外汉”林春福和他高薪聘请
的外籍油橄榄专家一起，用大半年时间探访了
意大利、西班牙、突尼斯等传统油橄榄种植大
国。回国后，他将目光投向云南、甘肃和四川
的油橄榄一级种植区，最后选择了大凉山。

凉山冕宁，安宁河由此发源，再从西昌、
德昌奔腾而过，最后在攀枝花米易汇入雅砻
江。安宁河流域的 1 万余平方公里，灌溉出美
丽丰饶的安宁河谷。这里被视为大凉山自然禀
赋最优越、农业发展最具活力的区域。2011
年，林春福在宏模镇的山坡地种下了第一批600
亩油橄榄树。2015年扩种2500亩，2018年后开
始大面积种植，现已扩大到2.5万亩。12年里，
油橄榄树从一株株50厘米的小苗长成高高的大
树。园区每年产出 150 吨橄榄油，远销至菲律
宾、新加坡等地。林春福说，橄榄树的好收
成，全靠大山滋养。而大陆政府的支持，是他
事业成功的最大“靠山”，“大陆政府对农业、林
业项目的补助，比台湾力度起码大1倍以上。”

而林书任跟大凉山结缘，是因为他的父亲。
2013年，林书任离开台北，进入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父亲
不给他生活费，“爸爸让我去卖橄榄油，每瓶提
成 10 元。”林书任不想服软，开始每个季度去
一次大凉山。

至今，林书任仍难忘第一次到大凉山的场
景。道路几乎都是泥土路，坑坑洼洼。驴车、

骡车，赶牛的、赶羊的、喂鸭的，一眼望去全是各
种动物。在一次次奔赴中，变化悄然而生——
油橄榄的种植面积在增加，公路修到了村子
里，父亲在当地有了大碗喝酒的新朋友……

“精准扶贫”“脱贫攻坚”这些新闻中的词汇，在
他面前有了更为具象的呈现。“有一次，在村委会
门口开小卖部的美兰阿姨突然很认真地对我说：

‘要谢谢你们父子，让我们这些在家的嬢嬢婆婆有
了尊严。’”这让林书任大为震撼。他决定放弃在
北京的工作机会，扎根在大凉山的广阔田野。

从对乡村生活的种种不适应，到会用“孜莫
格尼（吉祥如意）”“卡莎莎（谢谢）”等彝语和村民
聊天，林书任逐渐融入当地。行走在村庄中，
不时会有村民热情问候。对村民们而言，这对
台湾父子已不再是远道而来的陌生人，而是带
大家致富的好朋友。

四川省台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
前，冕宁油橄榄现代林业园区年综合产值超1.3
亿元，油橄榄全部进入丰产期后预计年产值将
达到 5亿元。园区已带动周边 6800 余户农户年
增收 3倍以上，年用工人数达 1500 人以上，年
用工量达到20多万人次。此外，园区还以油橄
榄文化特色为主体，将周边山林、景观综合规
划利用，建成集产业园区观光体验、绿色生态

旅游、休闲康养等多元功能于一体的“产业园区
型”省级森林乡镇，目前年接待人数在2万人次
以上。依托园区打造的“油橄榄小镇景区”，于2020
年12月接受了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创建验收。

“台湾在乡建、乡创方面有先进经验，我希
望能将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2021年，林书任
多方奔走，组建了大凉山首家“春风新农人培训
中心”，每年培训5000人次，帮助当地人学习油
橄榄种植技术，涵盖施肥、管护、修枝、采收
等各个环节。他还组织北大校友来大凉山开展
公益助学，帮助小朋友们打开眼界，走出大
山。未来，林书任还打算开设民宿管家、直播
带货等课程，帮更多当地群众持续增收。

“大陆的各项发展政策，美丽的绿水青山，
还有广阔的市场机遇，能够助力我们每个人梦
想成真。”林书任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
动更多台湾青年到大陆逐梦、圆梦。

两岸交流 30 多年来，农业是起步最早、基础
最好、成效最明显的领域之一。许多台胞跨过海
峡，扎根大陆田间地头，发挥农业技术专长，收获
累累硕果。从南国海岛到西部边陲，从智慧温室到
都市农庄，他们与当地的大陆同胞一起，共绘乡村
振兴蓝图，共建幸福美丽家园。

本报今起推出“台湾新农人扎根大陆”系列报
道，深入采访这个独特的群体，记录分享他们在乡村
振兴之路上播种、耕耘、创新、收获的故事，介绍大陆
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农林22条措施”等情况。相信
未来会有更多台胞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成为两岸
融合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受益者。

台胞父子林春福、林书任：

逐梦，在大凉山的广阔田野
本报记者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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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赵旭） 北
京市平谷区有关工作人员一行近日结
束在香港的品牌推介活动返回北京。
平谷区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平谷与香
港、澳门共同合作下，平谷大桃可实
现72小时直达港澳市民餐桌。

香港、澳门消费者在线上下单平
谷大桃后，通过现代物流网络和冷链

物流技术，72 小时即可送达港澳消
费者手中。同时，平谷区还面向港澳
市场推出文创桃服务，通过管理技术
可在桃子上呈现“福、禄、寿、禧”等不
同图案，塑型出寿星、葫芦等不同形
态的“文化桃”。港澳市民还能通过网
络远程认养平谷桃树。

平谷位于北京东部偏北，三面环

山，当地沙质且含钾量高的土壤，正
是桃树发荣的沃土。近年来，平谷

“大桃之乡”的名号越来越响，目前拥
有白桃、蟠桃、油桃、黄桃四大系列
300个左右品种，年产大桃3亿斤。

“我们从品种选育、栽培技术、
增甜保鲜、食品营养等方面，严格把
控供应的大桃品质，并全链条跟进采

摘、分选包装、冷链物流、分销入市
等各个环节，确保港澳市民吃上质
优、品鲜、味美的‘时令桃’。”北京市
平谷区商务局局长马玉兰说。

北京市平谷区委常委、副区长唐
朝辉表示，平谷区希望以桃为媒，积
极与港澳各界沟通发展新需求、探索
合作新机遇，促进平谷与香港、澳门
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人文交流等
方面的交流合作。“此次在香港的推介
活动期间，平谷还与多家企业签了合
作协议，总投资额约37亿元。”

北京平谷大桃72小时直达港澳市民餐桌

满载崭新国产燃
油汽车的首趟“湾区
号”中欧班列近日从
广东深圳平湖南国家
铁路枢纽驶出，一路
向北从内蒙古二连浩
特口岸出境开往中东
欧地区。专列上共搭
载 110 辆国产燃油汽
车，预计全程运行时
间为 22天，比海运节
省一半时间，为粤港
澳大湾区汽车出口提
供了一条安全、高效、
便捷的国际物流大
通道。

图为首趟“湾区
号”中欧班列汽车专
列驶出。

郑茂林摄
（人民视觉）

“湾区号”，出发！““湾区号湾区号”，”，出发出发！！

本报北京9月 4日电 （记者汪
灵犀）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近日答
记者问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

“台独”分裂立场，不断花台湾老百
姓的血汗钱从美国购买武器，企图

“以武谋独”，为其谋“独”挑衅壮
胆。其所作所为只会让台湾更加兵
凶战危，只会让台湾同胞更加忧心
忡忡。

有记者问：据媒体报道，美国政
府近日批准通过所谓“外国军事融资
计 划 ”向 中 国 台 湾 地 区 提 供 价 值
8000 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并称有助

台强化“防卫作战”能力。对此有何评
论？陈斌华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陈斌华说，我们坚决反对美方
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敦促美
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规定，立即停止向中国台湾
地区提供武器。

陈斌华表示，螳臂当车，不自
量力。无论民进党当局从美国买多
少武器，都动摇不了我们解决台湾
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坚定意志，
都抵挡不了我们粉碎“台独”图谋、
维护国家主权的强大能力。

国台办：

企图“以武谋独”只会让台湾更兵凶战危

本报台北9月 4日电 （记者吴
亚明） 台风“海葵”两度登陆台湾本
岛，强风暴雨造成灾情。据岛内灾
害应变中心统计，截至 4 日下午 3
时，此次台风已造成 116 人受伤，
约26万户停电、2万户停水，555座
基地台中断。

台灾害应变中心表示，截至 4

日下午 3 时，全台灾情报告共 2592
件。台风过境期间，海运、空运和
铁路运输一度受到严重影响。

台灾害应变中心负责人提醒民
众，“海葵”带来的最大风雨已经度
过，但 4 天来累积雨量较大，且台
湾东部及台中、金门等地仍将有超
大暴雨发生，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台 风“ 海 葵 ”肆 虐 台 岛
截至9月4日下午3时，已造成116人受伤

新华社福州9月 3日电 （记者
李慧颖） 福州至马祖的福马“小三
通”航线暑运期间客流量攀升，为便
捷两岸旅客往来，福马“小三通”新
增“e 福州”移动网络售票渠道，同
时福州—马祖—台湾本岛海空联运
套票也于近日上线运营。

福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介绍，
今年暑运期间，福州市马尾琅岐、
连江黄岐至马祖的两条“小三通”航
线客流量持续增长，自 7月 1日至 8
月 31 日运送出入境旅客 11380 人
次，台胞旅客比新冠疫情前增长
31.8%。跨境探亲、旅游休闲为主的
出入境客流稳步上升，“全家游”“学
生游”成为旅游主力，参加研学交
流、两岸文体活动、商务访问的台
湾同胞也较以往新增不少。

为使两岸人员往来更加便利，
在福州市委台港澳办、市大数据委

等多部门牵头下，福马“小三通”售
票系统日前在福州市城市生活服务
平台“e福州”APP上线，两岸旅客点
击“台港澳专区”可以一键购票。同
时，福州—马祖—台湾本岛海空联
运套票售票系统，也在“台陆通”公
共信息服务平台上线测试销售。

“台陆通”平台负责人刘向东介
绍，福马台联运套票包含机票、船
票、码头机场接驳。今年 4 月份

“台陆通”上线的厦门—金门—台湾
本岛联运套票可使用人民币、新台
币双币支付，便捷方式获得广大台
胞好评，福马台联运套票也可以选
择人民币、新台币双币灵活支付。

除了海空联运外，“台陆通”还将
与台湾相关业者合作，推出两岸全
船行套票，两岸旅客从福州乘“小
三通”航线到马祖，再转客轮直达
台北。

福 马“ 小 三 通 ”客 流 攀 升
新增网络售票渠道

本报澳门9月 4日电 （记者富
子梅） 澳门空间技术与应用研究院
近日举行成立仪式暨合作备忘录、
合作协议签署仪式。该研究院是澳
门科技大学基金会设立的澳门航天
科技领域新平台。

澳门空间技术与应用研究院院
长、讲座教授张可可表示，在“澳门科
学一号”卫星项目成功实施的基础
上，成立澳门空间技术与应用研究
院，将继续推进“澳门科学一号”卫星
在轨测试、科学研究、工业应用，促进

澳门在航天科技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仪式上，张可可分别与中南大

学、南方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北京天
链测控技术有限公司、国家空间科
学数据中心、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
台等 6 个单位的代表签署合作备忘
录和科研合作协议。

“澳门科学一号”卫星双星 5 月
21日成功发射，目前所有科学载荷
运行正常，科学数据初步分析结果
显示数据符合卫星设计预期要求。

据新华社电（记者宓盈婷）“两
岸学者面对面”系列学术活动第六场
近日在福建泉州举办，两岸专家
学者围绕媒体发展、传播新秩序以
及两岸媒体交流等议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讲嘉宾之一，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冯建三分
析了两岸媒体领域的发展现状和未
来走向，以及媒体在全球化时代的角
色和影响，展望了 21 世纪全球南方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可能性。他
表示，期待两岸之间加强媒体研究领
域的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南方世
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构建。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
院长吕新雨认为，今天全球范围内
关于信息生产和传播的理论主导方
式仍然是以西方为中心。两岸媒体
人需要加强沟通交流、增进互信，
共同思考两岸媒体如何在不同文
化、价值体系交织的环境中塑造出
新的传播秩序，促进跨文化的理解
与合作，从而携手打破西方对全球
信息传播的垄断与霸权地位。

“两岸学者面对面”系列学术活
动自开展以来，每场次各邀请一位大
陆和台湾学者，就同一个问题展开深
度对谈。本场活动由中华文化学院、
华侨大学和厦门大学共同主办。

澳门空间技术与应用研究院成立

两岸学者共探媒体传播新趋势

近日，香港工联会于铜锣湾中央图书馆展览馆举行“奋勇共进新时代 服
务市民走在前 工联会75周年历史文物图片展”，展出一系列具有历史价值和
意义的文物，同时加入三维空间场景及增强现实元素，吸引公众互动打卡。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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