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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黎伦俊 林文
婧 实习生 傅亦静）昨日15时许，
连江县庄臣工业园区，10万瓶台
湾高粱酒在此装箱，从福州江阴
港区发往美国。40天后，这批美
酒将为大洋彼岸的餐桌增添一份

“中国香”和“乡愁味”。这也意味
着，2023年“连江产”台湾高粱酒
出口海外市场突破百万瓶，产值
超亿元，两岸合作酿酒开启新篇。

循着酒香，记者走进连江县
庄臣工业园区。在酿造车间，几
个发酵罐体静静伫立，现场没有
一个工人。庄臣集团董事长林灼
华介绍，这是全自动化酿造系统，
一次可酿 600吨酒，“以前 20多个
工人的车间，现在只需要一两个
会操作系统的工人”。与酿造车
间的“静”不同，隔壁的包装出货
仓库则是一派热火朝天，工人和
叉车来回穿梭，一批批“连江产”
台湾高粱酒从这里走向海内外。

一动一静间，记者感受到了

两岸产业合作的“脉动”，“两岸共
酿一壶酒”的图景也在林灼华的
讲述中清晰起来。

福州与台湾一衣带水，榕台
关系源远流长。海的这头，省级
非遗传承人林灼华潜心破译酒香

“芯片”密码，将拿手技艺地瓜烧

做到极致，成为两岸同胞及海外
侨胞的“乡愁酒”；海的那边，台湾
高粱酒承袭古法纯粮固态酿制工
艺，具有醇厚甘洌、回味悠长等特
点，呷一口，有如清香雾气中大地
的芬芳，成为台湾重要的旅游纪
念品。

连江庄臣酒香飘海内外，台湾
高粱酒享有盛名，两岸酒浓情深，有
没有可能携手合作，实现 1+1>2？
合作的机会出现在 2011 年。彼
时，林灼华与台湾客商魏梅峰共
同设立两岸合资企业，合作酿造
台湾高粱酒，但由于投资计划等
原因，项目暂时搁置。直到 2022
年，在连江县委、县政府的推动
下，台湾高粱酒项目得以重启。

大陆有如此多的酒厂，为何
选择与连江“结亲”？“连江的气
候、土壤等与台湾相近，加之好酒
配好水，连江水资源丰富优质，适
合酿造上品高粱酒，项目重启当
年便出口99个集装箱产品。”魏梅
峰表示，两岸酒文化一脉相承，把

台湾高粱酒制作技艺移植连江，
是正确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这
些年来大陆接连出台惠台利民政
策措施，促进两岸同胞交往交流、
走亲走近。

“两岸融合发展正当其时。
我们计划与庄臣开展深度合作，
以期更好地进入大陆及海外市
场，为海峡两岸企业搭建起交
流、贸易的双赢平台。”半个月
前，马祖县长王忠铭带队到连江
参访，与林灼华交流时达成共
识。

“相信不久后，浓浓的乡情，
醇醇的酒香，将再次从连江扩散
至全球，海峡两岸也将共同举杯，
畅饮‘团圆酒’。”林灼华说。

林灼华林灼华（（中中））与工人一同检查高粱酒包装情况与工人一同检查高粱酒包装情况。。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文婧摄林文婧摄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酷炫的
机车、动感的音乐、热闹的人群……
昨日，长乐新年机车文化节活动在
长乐洞江湖公园举办，200多台机车
汇聚洞江湖，为广大市民、机车爱好
者带来一场一“骑”绝尘的跨年盛
会。据悉，这是长乐首场机车主题
文化节活动，也是2024年长乐新春
文化旅游月系列活动之一。

昨日的活动现场，长乐洞江湖
公园俨然变身为机车主题公园
——各种机车元素汇聚，上百台宝
马、哈雷等品牌机车惊艳亮相。现
场，不少市民游客骑上机车、戴上
头盔，拍下一张张酷炫的合影。在
公园各个点位，机车体验、跃动飞
盘、激情投球、百发百中、前进的机
车等机车游戏更是让不少人沉浸
其中。

当天上午，来自全国各地的车
友驾驶自己的机车从洞江湖有序
出发，一路驰骋，分别前往万星广
场、会堂广场、和平街、南山阁等点
位进行打卡，为长乐的秀丽风光再
添一道道流动风景。

直线绕桩加转角、8字绕桩走、
10米直线赛道……当天下午，一场
场机车交流趣味赛轮番上演，车手

们娴熟的操作获得了观众的阵阵
掌声，现场角逐出了一二三等奖。

除了骑行赛事，此次文化节还
准备了精彩的节目。活动中，福州
本土乐队与机车宝贝闪亮登场，为

观众献上一首首热情洋溢的歌曲，
大家跟随律动的音乐一起摇摆，将
活动推向高潮。

福建车茶俱乐部负责人阿杰
介绍，该俱乐部共有 220余名机车

爱好者驾车来参与此次活动，与大
家共庆新年。“机车是我们的热爱，
诠释了我们的生活态度，很高兴能
以这样的形式为大家科普机车文
化，让更多人了解机车的魅力。”

对于 64岁的加拿大骑手Greg
来说，这次活动为他带来了全新的
人生体验。“我骑机车已经45年了，
逛了福州很多地方。透过这次活
动，我发现长乐风景秀美，人们也
都很热情，我很开心能参与到这样
的活动中来。”

“机车非常帅气，也很拉风，让
人心潮澎湃，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参加此次活动的陆女士告诉记者，
她在这里见到了各种品牌的机车，
可谓大开眼界。

“我们希望通过举办此次活动
为长乐洞江湖公园吸引人气，将其
打造为长乐文旅新品牌。接下来，
我们还将持续推出一系列形式多
样的文娱活动，引入优质商业和文
旅项目，为群众增加更多休闲好去
处。”长乐区相关负责人说。

本次活动由长乐区文化体育
和旅游局、长乐区产业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主办，长乐区文化旅游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办，长乐区文
投新媒体传播有限公司、长乐区融
媒体中心协办。福建长乐泰隆村
镇银行、福建星德宝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福建车茶俱乐部等对本
次活动提供了支持。

长乐新年机车文化节举行
超200台机车汇聚，精彩赛事轮番上演

骑手们驾驶机车前往打卡点骑手们驾驶机车前往打卡点。（。（活动方供图活动方供图））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争做福州对外开放的
排头尖兵

讲述者：福州市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部
四级主任科员 何静

1994 年，在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
同志的倡导推动下，首届“福州国际招商
月”成功举办，成为“让福州走向世界、让世
界了解福州”的重要平台。历经 30 年传承
发展，“国际招商月”的内涵不断拓展，并上
升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暨海峡
两岸经贸交易会”（简称“5·18”），成为福建
福州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两岸交流合作
的重要品牌。

2020 年 12 月，我从县区遴选至福州市
贸促会，1个月后便开始对接“5·18”招展招
商工作。

为切实融入队伍工作，我定下了一个
目标——在一周内熟悉主要工作流程，并
在展会工作中独当一面。为此，我同单位
前辈学、向历史资料问、跟执行单位干，以
实务为师，跟着分管会领导逐项审核查阅
1600 多家参展企业资料，跟随部室负责人
和同事到展馆现场学习筹办展馆的每一项
流程，有力保障展会举办。

今年，作为“5·18”恢复线下办展、探索
市场化运营的重要节点，我们也迎来了一场

“大考”——在 4个月里，完成 12万平方米的
国家级展会的筹备。时间紧、任务重，开展
前的一个月，我放弃双休、扎根现场，加班加
点保障工作顺利推进。

在筹备工作中，我当好“话务员”，带着刚
入职的同志完成面向239个地市政府的邀请
工作，向他们解释参展细则、了解对接需求；在
展馆布设中，我当好“勘测员”，在展馆一步步
丈量，落实企业点位、巡馆路线，并撰写讲解材
料；面对参展企业，我当好“促采员”，针对各个
展品专区发动行业商协会、兄弟贸促单位等
力量给予人流引导，推动供采意向达成；面对
外来客商，我当好“对接员”，协助邀请客商团
组，帮助山西省、海口市、聊城市、秦皇岛市、合
肥市等省市团组落实招商推介8场次、考察活
动9场次……

最终，今年的“5·18”成为近年来国家部
委和省直相关部门参与氛围最浓、参会领导
规格最高、重要嘉宾数量最多、供采两端交易
额最高的一届展会，并在拓展国际合作、推动
两岸融合发展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除上述工作外，我始终牢记市委市政府
中心工作和市贸促会“十四五”规划重点工作
要求，做好日常工作。通过主动对接外贸企
业，调研了解企业需求，并不断发挥政府部门
号召力和展览公司专业性的两大优势，对参
展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并帮助他们“走出
去”开拓国际市场。

当前，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正处于
重要窗口期、关键发力期、黄金发展期，我作
为党员将始终保持饱满的干劲、闯劲和拼劲，
切实将主题教育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成
效，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州实践贡献
力量。 （本报记者 吴桦真整理）

本报讯（记者 朱榕）在祈福卡
上写下新年祝福，挂于枝头，许下
心愿；在南国的暖阳中拥抱“冰雪
世界”，享受别样冬趣；提着亲手制
作的“中国龙”手工艺品，穿梭于市
集中……昨日是 2023年的最后一
天，天气晴好，市民游客齐聚鼓岭，
花样迎新。

一层层台阶上铺满了白色的
“细雪”，戴着红帽子和红围巾的
“雪人”站在最高处，朝着行人微笑
问好。在鼓岭美食街文化广场，大
型雪景拍照点“冰雪之约”吸引老
少游客排队打卡。另一边，在亲子

家庭巧手制作下，威风凛凛的“中
国龙”活灵活现，安上竹签后，在抖
动中立刻“腾云驾雾”起来。“这几
天天气很舒服，鼓岭的活动也很精
彩。能在这里体验当地特色的迎
新活动，这样跨年太有仪式感了。”
市民刘女士说。

除了迎新习俗体验，现场还为
游客带来魔术表演和歌曲献唱。
此外，众多鼓岭商家组织特色产品
市集，带来红茶、手冲咖啡品鉴和
民宿推介活动，让冬日的鼓岭充满
了茶香、咖啡香、书香。现场，鸳鸯
谷茶人老游还为游客讲解鼓山鼓

岭茶文化。“我希望通过接地气的
方式，普及鼓山茶文化，恢复鼓山
茶的辉煌，讲好鼓岭故事和鼓山故
事。”他说。

鼓山鼓岭双峰并秀，历史底蕴
深厚，“听鼓岭故事 享悠然山居”已
成鼓岭管委会重点打造的文化品
牌。为庆祝元旦，新华驿站、岚筑、
心安处等鼓岭民宿纷纷推出跨年主
题活动和新年优惠套餐。假日期
间，鼓山下院还将同步举行以“福气
复始 鼓山生春”为主题的鼓山元旦
跨年狂欢周活动，现场市集汇集了
众多产品供市民游客选择。

鼓岭举办主题活动花式庆元旦
文明出游 让美景更美

本报讯（记者 燕晓）梅峰山地公园的
水杉红了。这些天，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到
现场拍照打卡，文明赏景的行为让美景更
美。

昨日，记者在梅峰山地公园福道入口处
看到，两侧火红的水杉夹道而立。“太漂亮
了！虽然人很多，但大家都遵守秩序，一起
欣赏这美丽的风景。”市民白女士在社交媒
体上看到梅峰山地公园水杉林的图片后，就
特意约上两名好友前来拍照。

在福道上，游客们在尽情享受假日时光
的同时，不乱丢垃圾、不大声喧哗，爱护公共
设施，践行文明旅游理念。

市委文明办提醒大家，优美的旅游环境
需要市民游客共同维护，希望大家争做文明
游客，共护美丽榕城，让文明也成为旅途中
的美丽风景线。

游客在游客在““雪景雪景””拍照点合影拍照点合影。。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池远摄池远摄

本报讯（记者 燕晓）在 2023年
的最后一天，以什么样的方式迎接新
年？“来福州，游坊巷，一起文化跨
年！”浙江小伙李安说。元旦假期，福
州的坊巷游又火热起来，不少市民游
客走进坊巷，感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的底蕴。

袅袅腰疑折，褰褰袖欲飞。上
午，“鸿音国风”鼓上舞在南后街上
演。只见身着国风传统服饰的舞者
在大鼓之上翩然起舞，柔中带刚，相
得益彰的鼓点和旋律渲染出热闹欢
腾气氛。

古韵悠悠，衣袂飘飘，伴着二胡、
琵琶等乐器行云流水的演奏，不少游
客驻足欣赏，来自上海的徐灵灵拿起
手机拍下这一幕。“我本来是来打卡

‘爱心树’的，但没想到福州的坊巷这

么美，加上这古色古香的演出，有种
穿越时空的感觉。”

演出结束后，不少意犹未尽的游
客继续在三坊七巷探寻。下午，婉转
悠扬的闽腔响起，一群闽都先贤缓
缓而来，仿佛穿越了时光，站定于风
雨廊，再现《寻梦闽都》里的家国情怀
和海丝传奇。刚从严复故居出来的
杨鑫茹告诉记者：“在古建内用短短
的时间回顾了严复的一生，再和大家
一起看这个沉浸式演出，我好像感受
到了那段历史的温度。”

耳畔古琴声韵悠悠，沿着青砖路
步入一方茶室，桌上茶香氤氲，一家
四口围炉煮茶，笑语连连。这里是安
民巷安民·半舍——一座拥有 500多
年历史的古厝，也是一家风韵古朴的
民宿。

民宿主理人范丽珍告诉记者，元
旦期间，16间客房全部住满。“游客
来自天南海北，有北京的，有台湾的，
他们都因福州的文化而来，很喜欢坊
巷的建筑风格，也乐于去了解背后的
故事，对茶文化、脱胎漆器等也很感
兴趣。”

正巧，两名游客结伴回来，范女
士告诉记者他们刚去朱紫坊看了“守
正开新——国宝漆韵·传承创新
展”。“熊猫漆画很可爱！还有好多精
美的漆艺品，大漆艺术名不虚传。”

在梁厝，亲子共制擂茶，探索非
遗文化的美妙；在曾是百年商埠的上
下杭，时兴的解忧情景秀、解忧音乐
会点燃全场……来到福州，走进坊
巷，以文艺的方式跨年正成为新风
尚。

文化迎新 坊巷漫游成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