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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近日，安溪县组织10余家外贸企业赴越南、马来西

亚等东南亚国家开拓海外市场，首站抵达越南。
一季度，安溪县积极寻求途径，助力外贸企业开拓

市场。1月5日出台《关于一季度工业经济“稳岗位、促
生产、拓市场、开门红”系列措施》，助力企业拓展海外市

场，鼓励企业参加省、市、县组团的赴境外开展拜访客
户、现场考察、洽谈进出口合作项目等商务活动，对企业
商务活动人员往返机票给予兜底支持。

据悉，此次活动安溪县商务团参加了2月26日—29日举
办的第八届越南胡志明家具及室内装饰展VIFA EXPO（越南

最大家居展）以及3月1日—4日举办的第三十届马来西亚国
际家具展MIFF（全球十大家具展览之一），期间还举办安溪藤
铁家居跨境电商进出口对接会、马来西亚转口贸易座谈会等
商务活动，助力安溪县2024年外贸企业订单“开门红”，为实
现全年外贸发展目标开好头。 （林达鑫 王潮湖 陈斌裕）

安溪外贸企业组团赴东南亚开拓海外市场

作为泉州市安溪县湖头镇的一张
亮丽名片，湖头米粉白如晶冰，滑如青
丝，韧如胶簧，百煮不烂；可炒，多油不
腻，少油不涩，还可作汤。湖头手工米
粉的制作是细工出慢活的老工艺，以
前只有富贵的大户人家才能经常吃
到。近年来，安溪县湖头镇乡村振兴
整镇推进“五好”乡镇创建工作，努力
破解以“湖头米粉”为代表的湖头小吃

“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发展瓶颈，助推

湖头小吃产业高质量发展。

好手艺代代传承

在安溪湖头镇的大街小巷，一个
个米粉作坊星罗棋布。以福寿村为代
表，四百多户村民便有三百多户以制
作米粉为生。各家作坊大多沿袭了手
工式的家庭劳作的经营方式，农户家
人分工明确，忙而不乱，有序进行着一
道道传统工序。

作坊门口，可以看到一个露天晒
场，排着许多竹制晾架。这是农户们
晾晒米粉的地方。晾架上随处晾晒着
乳白色半透明的米粉丝，粗细均匀、细
腻透亮。

湖头米粉之所以拥有独特不可替
代的风味，秘诀来自精细的手工工
艺。米粉的制作需要匠人的耐心和等
待。选米、浸泡、磨浆、压乾、水煮、搅
拌、碾压、制粉、焯粉、漂水、摊凉、成
型、晒乾……每一个步骤都慢而又

慢。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等待中，一
颗颗小米粒完成了它的升华。

能被选中制作米粉的米，并非普
通的大米，而是必须选用本地产、贮存
6个月至1年的籼稻米。米的浸泡也
有讲究，夏季一般浸泡6至8个小时，
冬季则需要10至12个小时。

浸泡后，膨胀的籼稻米被放入电
动石磨，和着水一起磨成米浆，然后装
入一个棉布袋中，封紧袋口。随后，将
袋子置于一个木臼内，用长方形木块
压紧，然后旋转连接在木臼里的小木
棒，如此反复几下，水分便被慢慢挤压
出来，这个过程历时一个多小时。

确认水分排出后，将棉布袋松开，
把里面的粉块放入搅拌机中彻底碾压
至粉末状。接着，将粉末揉捏成圆形
的粉粿团，弄好的粉粿团经过蒸煮、冷
却，再次放入搅拌机中制成粉粿条，并
用机器压成一条条晶莹剔透的粉丝。

湖头米粉的每一道工序都是纯手

工制作，传统风味在作坊手艺人的坚
持下，得到了最大程度地保持。

民间传说彰显底蕴

关于湖头米粉，还有一个美丽的
传说。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
熙平定“三藩之乱”，又逢29岁生日将
至，决定提前大摆宴席庆生。当时，祖
籍安溪湖头、时任内阁学士的李光地
正好有事请假回安溪，他听说后，和堂
兄李光斗、叔叔李日煜商量如何为“升
平嘉宴”增辉添彩。

当时湖头山高水险，林密虎多，山
寨大王也不少，百姓生活极艰难，实在
无物上贺。此时，李光地想起，自己曾
学做过水粉，湖头泉水制作的米粉，口
感柔韧细腻。这次不如把水粉粗条晒
乾带上朝去，到时自己还可当众表演
做法。

就这样，湖头米粉成了贡品。李
光地将肉丝、虾仁、香菇炒熟，加入适

量米粉和肉骨汤翻炒，煮熟后快速提
锅倒入瓷盘。这道有泉州特色的炒米
粉，成为康熙“升平嘉宴”里宴请群臣
的美味，被康熙称为“米粉王”，湖头米
粉的名气就这样传播开来。

据记载，湖头米粉至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依山傍水的福寿、汤头、
前山、溪美等村的许多村民世代以制
作米粉为生。湖头米粉作为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畅销闽南及港、澳、台等地
区，还深受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喜爱，是
赠送亲友、居家、野炊、餐饮行业常年
必备之佳品。湖头米粉配以香菇、海
蛎乾、瘦肉丝等烹煮，便成为风味独特
的“安溪炒米粉”和“安溪米粉汤”。品
尝一碗米粉，便可感受安溪人的热情
好客，追忆父辈生活细水长流的哲学。

未来，在乡村振兴整镇推进工作
的推动下，湖头米粉将引领以湖头小
吃为标杆的优势产业，带动湖头镇走
上强农富农之路。 （杜立文）

湖头米粉湖头米粉湖头米粉：：：好手艺代代传承好手艺代代传承好手艺代代传承 乡村振兴好乡村振兴好乡村振兴好“““帮手帮手帮手”””

安溪县是闽南的主要侨乡，据统计，有海外侨胞 100
多万人，海外侨胞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一带，目前海外侨胞
正处在新老交替阶段，华裔新生代的联繫、联络工作虽然
有延续性，但主要停留在亲缘、地缘的层面上，创新性和可
持续性有所欠缺。安溪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青年工作，
决定筹备成立世界安溪青年联谊会，搭建全球性的世界青

年联谊平台，有利于世界各地的安溪籍青年互动交流，畅
叙乡情，共谋发展。未来世界安溪青年的联繫渠道将会更
加畅通，联谊互动更加紧密，合作发展更加有力，平台也将
会吸引更多的海内外青年加入，成为茶乡打造开放合作的

“青春名片”。
（安融）

世界安溪青年联谊会筹备成立

为解决老年人的医
疗和养老两大难题，安溪
县尚卿卫生院建设安溪
首家医养结合护理单元，
让 群 众“ 养 老 ”变“ 享
老”，“享老”有“医靠”。

近日，卫生院医养结
合护理单元迎来了第一
位入住的老人。从老人
入住开始，护理团队每天
会为老人提供起床护理、
按摩护理、打水泡脚等服
务，并用轮椅推半失能、
失能老人出门晒太阳。
下午2点，六楼老人活动
室还将开展象棋、围棋、
五子棋、书法、画画、手
工、唱歌等活动。医生护
士会定期查房，为老人检
查身体，建立健康档案。
如果老人身体不舒服，医
生护士也可以及时上楼医治，还有
中医师为老人提供中医理疗服务。

据悉，医养结合护理单元一期
开放床位6张，后续将陆续开放，共
106 张床位。医养结合护理单元与
尚卿卫生院科名院区有效融合，以
高标准专业的护理团队提供集全托
护理和临床治疗于一体的 24 小时
服务，做到小病不离床，大病早发
现。

相比传统的养老院和医院，“医
养结合”养老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

“健康养老”，采用“康复训练、持续
照料、先治后养、医养结合”的治疗
原则，以养为主、以医为辅，将日常
照护、功能康复、基础医疗、中医理
疗、运动养生、心理疏导相结合，为
自理、半失能、失能长者提供健康、
快乐、温暖、自在的高品质养老生
活。 （邱丰 杨毅强 何云山 文/图）

安溪成立
首家医养结合护理单元

日前，“新时代 国缤茶”助力
两岸乌龙茶融合高质量发展活动
在安溪县举办。活动以茶为媒，
让“一片茶叶”成为扩大两岸交
流、深化两岸融合的美好承载。

2023年，安溪铁观音区域公共
品牌价值1432.44亿元，连续8年位
列全国茶叶类区域品牌价值第
一。安溪县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世
界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也是著名
的侨乡和台胞祖籍地。安溪与台
湾有着深深的茶叶情缘，据悉，早
在几百年前，安溪茶农将乌龙茶，
特别是铁观音的品种、制作技艺引
入台湾，并一代代将其“本土化”

“特色化”，现在台湾的冻顶乌龙、
木栅铁观音、包种茶，都与安溪有
着深厚的渊源。近年来，一批批来自台
湾的茶商、茶农被安溪得天独厚的种茶
制茶环境吸引，承包茶山、建设茶厂、开
设茶店，在安溪“落地生根”。

2023年9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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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台，海峡两岸茶业进一步迎来共融
共创的新机遇。在此背景下，安溪县

不断探索两岸茶文化、茶产业、茶
科技共融发展新路径。安溪县委
常委、县茶管委常务副主任肖印章
说，海峡两岸茶出同源、文化同脉、
产业互惠，安溪、台湾茶业合作是
推动两岸乌龙茶高质量融合发展
的生动实践。

“一叶兴，百业旺”。数据显
示，作为全国茶叶集散地，安溪县
每年外销茶叶达20万吨，全县80%
人口从事与茶相关的产业，30万名
安溪茶商经销网路遍布全国，安溪
也走出了许多闻名全国乃至世界
的茶企。

福建省政协委员、华祥苑茶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文华表示，
安溪是见证华祥苑初心与梦想之

地，早在20多年前，华祥苑就在安溪建
立起中国第一座茶庄园，探索茶业的
高质量发展模式，也是在安溪体悟到
茶品质要从源头产业链抓起。（任敏）

茶 出 同 源 、文 化 同 脉 、产 业 互 惠

安溪推动两岸乌龙茶高质量融合发展

老人有健康问题，医护人员可及时赶到

“新时代新时代国缤茶国缤茶””助力两岸乌龙茶融合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助力两岸乌龙茶融合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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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在2004年独自来到
一个叫厄瓜多尔的国家，林其不知道
这个国家在地球的哪里，不知道这个
国家是什么模样。

时间转眼过去15年，他对这个国
家不仅十分熟悉，而且有了深厚的感
情。他喜欢厄瓜多尔的天空，喜欢厄
瓜多尔的海洋，喜欢厄瓜多尔的风土
人情……

一

1978年，林其出生在福清市江阴
镇浔头村，父母都是农民，看到村里很
多人都到外地去寻找更好的机会，林
其的父母也带着林其和妹妹到了河南
讨生活。

他们在河南林州市投资了加油
站。那时中国的交通大多是以普通公
路为主，因此加油站的生意很好，他们
投资的加油站数量逐步增加达到了4
家。当时高中刚毕业的林其时常能看
到他们家的加油站前排着很长的车
队，父母经常是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

2003年，他们家的加油站被收购
了，全家人又回到了福清老家生活。

这时一个念头在林其脑海里萌发了，
他想去更远的地方走走，到国外去看
看，于是他选中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国
家——厄瓜多尔。

2004年，林其来到厄瓜多尔，刚到
首都基多时，就遇上了厄瓜多尔因经
济危机而引发的全国大罢工，大街上
到处是抗议游行的人群。从来没有见
过这种“大场面”的林其格外害怕，他
紧张地躲在旅社里不敢出门。

虽然紧张又害怕，但林其没有选
择逃避和离开，反而觉得越是危险的
地方，越有挑战性；越是不被人看好的
地方，也许越有商业机会。

厄瓜多尔是一个经济较为落后的
国家，由于各种因素，社会一直比较动
荡，以至于国家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甚
至到了取消本国货币、使用美元作为
流通货币的程度。

林其初入厄瓜多尔时，那里的中
国人不多。躲过了大罢工之后，他就
去考察了当地的商品市场，他发现这
里大多数的货物都来自美国和墨西
哥，中国商品只有很少一部分，仅是凭
着这条信息，林其就觉得“可以在这里
投资”。于是他马上到当地政府部门
注册了公司，并开了一家商店，卖起了
中国制造的包和饰品。

二

一年多后，林其离开了首都基多，
来到了海港城市瓜亚基尔。瓜亚基尔
市是厄瓜多尔第一大城市，太平洋沿
岸的主要港口，位于国境西南部瓜亚
基尔湾内瓜亚斯河右岸，被称为“太平

洋的滨海明珠”。
很 快 林 其 在 商 业 街 奥 美 多

（OLMEDO）开了两家店，面积分别是
240平方米和150平方米，店铺前半部
分做零售，后半部分搞批发。从那以
后，林其每年都要从广州和宁波进口
中国商品，最多时一年有30-40个货
柜 ，每 个 货 柜 的 货 物 价 值 基 本 在
150-200万人民币左右，一年算下来，
进口额近4500万人民币，在当地算得
上是大进口商了。

15年过去了，如今在厄瓜多尔市
场上的商品70-80%都是中国制造，而
且这个势头还在进一步的扩大。林其
说，且不论厄瓜多尔别的城市，仅是他
所在的瓜亚基尔奥美多大街，现在就
被当地人称作了“唐人街”，因为在这
条仅长1.2公里，宽20米，通向大海的
街道上，就有中国商铺300多家。

三

所谓的“唐人街”，表面上看是有
中国商铺、中国商品，以及来自中国的
面孔，其背后集结的是中国特有的理
念和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开放的脚
步一步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
入了这个南美洲国家。

2012年，林其等一批早期来到厄
瓜多尔的福建人成立了厄瓜多尔福建
同乡会，林其担任副会长。据统计，厄
瓜多尔人口有1700多万人，中国人约
有12万。林其表示，大家发起成立这
个同乡会的首要目的，是要将远道而
来的福建人团结起来，组建成一个共

同的“家”。因为无论是从福建什么地
方到异国打拼的商人，都有着共同的
家国情怀。在林其这些福建商人眼
中，“同乡会是聚合起他们这些‘正能
量’的地方”。

到了2016年，为了进一步扩展社
团的功能性，原有的“厄瓜多尔福建同
乡会”改名为“厄瓜多尔福建总商会”
（下简称“总商会”），林其担任了第二
届总商会的会长。

总商会成立后，很快得到了当地
华人社会的肯定，因为其所开展的各
项工作有效地解决了很多当地华侨华
人的问题和矛盾。林其很自豪地说：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商会真正做
到了‘零纠纷’，这也让总商会得到了
中国驻瓜亚基尔总领事馆的表扬和肯
定。”

作为一个由福建籍乡亲组成的商
会，大家都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感，所
以在开展商业活动时，总是会优先考
虑与家乡福建进行“关联”。2019年，
以福建省贸促会会长陈震为团长的福
建省贸处会代表团访问厄瓜多尔时，
就与总商会签订了合作意向。

2019年，总商会举办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中国驻
瓜亚基尔总领事张滔应邀出席。庆祝
活动的地点设在了瓜亚基尔最大的中
国餐馆里，近500人参加了当天的活
动。

如今在总商会的会议室里，挂着
两面旗帜，一面是厄瓜多尔国旗，另一
面则是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就是这两面旗，时刻提醒着和林其一

样侨居在外的海外乡亲，自己身居何
处，心爱何物。

四

如今，林其和妹妹两家人都在厄
瓜多尔生活，老家福清只留下了母亲
孤身一人。兄妹俩曾劝母亲到厄瓜多
尔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母亲舍不得自
己熟悉的环境和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于是林其与妹妹就轮流回家乡陪伴母
亲，并兼顾组织货源。

2019年比较特别，林其在老家呆
了几乎一整年的时间，原因是林其为
老家浔头村捐资新建了一条村道，200
米长、4米宽，林其不仅是捐款者，同时
也是施工监理者，每天都在为此奔波。

林其说他之所以在意这条村道，
是因为这里是自己出生和生活过的地
方，他对这里充满感情，想为这个村庄
献上一份自己的礼物。

从福清老家到厄瓜多尔有1万多
公里远。往返两地，要转机两次，从上
海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要乘坐11个小
时的飞机，从阿姆斯特丹再飞到厄瓜
多尔的首都基多又要12个小时，所以
每次林其从福清老家到厄瓜多尔，就
感觉是前往了天涯海角。

如今路途还是那么遥远，但生活
在厄瓜多尔的华侨华人却觉得祖（籍）
国和家乡与自己的距离很近。林其
说，几乎所有生活在厄瓜多尔的华侨
华人家里都有中国产的机顶盒，可以
收看所有上卫星的中国各地电视台节
目。林其还说，他母亲现在微信视频
聊天用得很熟练，与他们视频通话时，
就感觉远在天边的亲人，近在眼前。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情感，生
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更是如此，这些
剪不断、离不开的亲情、友情、乡情维
系他们与家乡、与亲人的情感，传承着
文化、延续着情谊。（林小宇 兰楚文）

天涯海角别样情
——访厄瓜多尔福建总商会会长林其

本报讯 莆田市日前出台10条措施，从
信贷支持、费用减免、复工补助等方面加大
对中小微企业扶持力度，助其渡过难关。据
莆田市政府负责人介绍，这10项措施旨在
积极发挥中小微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
作用，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生产经营、共渡
难关。

在信贷支持方面，各银行机构对有发展
前景、但受疫情影响较大而暂时受困的中小
微企业，予以展期或采取无还本续贷等方式
提供信贷支持，不得抽贷、压贷、断贷，确保
2020年对中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低于2019
年同期余额。

各银行机构对资金困难的中小微企业

通过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
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影响。
对生产“三必须一重要”重点生产领域资金困
难的中小微企业，新增贷款利息予以贴息
50%。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国家重点医
用物品和重点生活物资企业名单，争取优惠
利率专项再贷款。

在扶持中小微企业复工生产方面，莆田
市政府规定，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中小
微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
的50%。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
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返还标准按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
金和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确定，政策执行

期限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疫情期间，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

的中小微工业企业，房租给予免收，其他行
业房租减半。对租用其他经营用房的，鼓励
业主（房东）为租户减免租金，减免部分计入
业主个税抵扣。

“中小微企业在生产疫情防控物资中起
了重要作用。”莆田市政府负责人表示，对转
型生产疫情防控物资的中小企业购置的设
备予以加大补助力度，对生产的物资予以兜
底采购，对采购原辅材料予以协调周转资金
支持。对困难企业复工生产的，予以电费优
惠和招工补贴。

（郑良）

莆田出台10项措施助中小微企业渡难关

崛起的连江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
在 连 江 定 海 湾

畔，一座山海运动小

镇运动小镇正在建设

中，其中项目一期已

投资约22亿元，建设

面积45万平方米，正

在打造以山地运动和

海上体验为核心，汇

聚众多精品健康运动

项目的海上福州健身

休闲产业示范基地和

宜业宜游宜居美丽特

色小镇。

据悉，位于连江

县黄岐半岛的筱埕镇

蛤沙村，面朝大海、背

枕青山的定海湾山海

运动小镇，曾是福建

省重点项目，福州首

批市级特色小镇，以

及连江县落实“对接

国家战略建设海上福

州”的重点项目。

（林潞 图/文）

据中新社消息 中国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受到海
外统促会组织密切关注。西班牙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出《抗击

“新冠病毒”避免歧视倡议书》指
出，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应共
同抗击，避免歧视。

倡议书指出，1月30日，世界
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美国、加拿大、日本
等国陆续从中国撤侨，多家航空
公司取消飞中国航班。与此同
时，到中国探亲的侨胞陆续回到
各侨居国，在意大利等个别国家
发现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侨
胞，并出现歧视华人、辱骂华人的
严重情况。

倡议书呼吁，广大华侨华人
严格自我要求、从我做起，按相关
防疫要求去做，特别是从中国返
回侨居国的侨胞，要自觉隔离14
天。要主动与主流社会、主流媒
体交流，阐明观点和愿望，介绍疫
情概况，正确看待中国政府采取
措施抗击疫情的成效与决心，指
出这次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

倡议书还表示，海外华侨华
人感谢侨居国提供良好生存发展
环境，愿为侨居国作出应有奉
献。“结合各国实际情况，赞扬融
合，抨击歧视，合情合理合法阐明
我们的观点。”

葡萄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会长周一平与 Vila do Conde 市
政府举行联席会议，介绍中国政

府防控疫情的部分措施，并重点说明了疫情出现以来，在
葡华人社区不仅积极募捐物资支援祖(籍)国人民抗击疫
情，同时在里斯本等地设立隔离点，帮助从中国返回葡萄
牙的侨民进行自我隔离，争取将风险降到最低。

周一平希望大家正确认识疫情，不要恐慌，也希望能
够获得葡萄牙政府支持，给华人社区及商业活动予以保
障。

疫情发生以来，海外统促会组织持续密切关注中国防
控疫情情况。比利时、孟加拉国、墨西哥、摩洛哥、埃及、美
国、关岛、奥地利、哥斯达黎加、莫桑比克等地统促会组织
发起捐款捐物，购买口罩、护目镜等医用物资，支援中国防
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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