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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夜饭是一年中最重要的
一顿饭。亲友围坐一起，推杯换
盏，是团圆，更是中华民族传统习
俗的延续。今年我们还特意准备
了家乡福州生产的台湾高粱酒，
希望事业节节高、好日子长长久
久。”远在美国的侨胞李丰昨日接
受记者视频采访时，一脸幸福的
笑容。

到当地中餐厅订上一桌饭
菜，点上寓意“年年有余”的清蒸
鱼、“鸿运当头”的荔枝肉、“步步
高升”的年糕、“团圆美满”的鱼丸
肉燕汤——这是每年除夕，李丰
一家雷打不动的仪式感。

38岁的李丰在美国已生活10
年，由于工作繁忙已 5年未回国，
但他的“中国胃、福州情”从未改
变。与往年不同的是，考虑到今
年要外出度假，李丰一家将年夜
饭提前了一天。

视频里，中式佳肴是绝对主
角，占据“C位”的台湾高粱酒令人
印象深刻。李丰选择的这款台湾
高粱酒，是两岸合作在福州酿造
的。“家乡福州与台湾地相近、人
相亲，逢年过节家中亲友走访都
会喝台湾高粱酒。”李丰说，在春
节这个特殊时刻，对海外游子而
言，品尝台湾高粱酒仿佛能穿越
时空，重温故乡情。

李丰家庭年夜饭喝的这款
酒，是2个月前在连江县庄臣集团

装箱，然后从福州江阴港区发往
美国。这批次10万瓶福州造的台
湾高粱酒，为大洋彼岸包括李丰
家庭在内的餐桌增添了“中国香”

“家乡味”。
“高粱酒的味道不同于我们

熟悉的酒，带有一种令人难以抗
拒的东方魅力。”Dan Chand虽是
美国人，却有着与李丰相似的感
受。他从2017年起就与庄臣集团

合作，2022 年开始代理庄臣集团
台湾高粱酒在美国洛杉矶的业
务，现在平均每个月都能销售1万
瓶。让 Dan Chand 惊喜的是，订
购高粱酒的顾客中，除了当地华
侨华人和中资企业员工，还有不
少美国人。

“品尝高粱酒让大家感受到
一种有别于红白葡萄酒的全新风
味体验，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

产生浓厚兴趣。春节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我们一起欢欢喜喜
过大年！”Dan Chand说。

庄臣集团董事长林灼华说，
两岸酒文化一脉相承，加上连江

的气候、土壤等与台湾相近，水资
源丰富优质，将台湾高粱酒制作
技艺移植连江，前景无限。林灼
华与台湾客商魏梅峰共同设立两
岸合资企业，酿造台湾高粱酒，
2022 年项目正式启动，当年就出
口了 99个集装箱，而 2023年更是
将这一数字提升至181个集装箱，
出口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韩国、
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两岸共酿一壶酒’的故事
还在延续，我们计划与马祖酒厂
合作，将马祖高粱酒原液运往连
江进行分装。”林灼华说，接下来，
庄臣集团将通过讲述高粱酒的历
史渊源、传统工艺，以及高粱酒与
地域文化的联系，增强消费者对
产品的认同感和情感连接。同
时，通过深化合作、拓展市场等措
施，让两岸同酿更多优质酒品。

“干杯！祝祖国繁荣富强，祝
家乡明天更美好！”李丰告诉记
者，每逢过年，海外游子的思乡之
情尤为浓厚。一杯家乡酒，聊以
慰乡愁。一桌满载祝福的年夜
饭，既能讨个龙年的好彩头，也能
延续每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
盼。

两岸共酿一壶酒 漂洋过海慰乡愁
本报记者 黎伦俊 林文婧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过年好！尝尝我家做的海
蛎饼。”昨日一大早，在福清市石
竹街道北前亭村，台青何佩珊一
边给邻里拜年，一边送上海蛎饼。

这是福清过年的传统——家
家户户炸海蛎饼，不仅自家吃，还
送人。何佩珊在福清生活一年
多，也有了这个习惯。

2022 年，何佩珊和丈夫何经
源一同来到福清友谊幼儿园，分
别担任园长和总务处主任。她从

小就对学前教育感兴趣，获得“幼
儿早期疗育”和“文教事业经营管
理”双硕士学位后，还赴欧美等地
进修。她极具特色的早教理念，
受到不少家长的欢迎。

正因如此，何佩珊在福州有
一帮趣味相投的家长朋友，经常
一起分享当地美食、交流育儿方
法。“平常我们会端个碗串门，东
家尝一口菜，西家舀一勺汤，再闲

聊几句。”何佩珊笑着说，“因为这
里的人和事，我在福州有了家的
感觉。和福州朋友相处久了，我
也变成‘福州人’了。”

海蛎饼的你来我往中，不仅

藏着热气腾腾的温情，更蕴含两
岸同胞对新春的祝福和对美好生
活的期盼。

“太幸福了，浓浓福清味。家
家都有海蛎饼，想谁就送谁，我们
不断被投食、喂食！”何佩珊在微
信朋友圈里写道。

“让我们为福州干杯，新春快
乐！”屋内，何佩珊和家人开开心
心吃年夜饭；窗外，烟花照亮福州
这片台青创业生活的热土。

台湾青年留榕过年——

双向投喂海蛎饼的幸福
本报记者 唐蔚嫱

“得往回赶了，工友们都到转
运站了，大家还等着我吃年夜饭
呢！”大年三十下午，拉完白班最后
一车生活垃圾，福州生活垃圾运输
员陈烈洪连工作服都没换，就急忙
奔向洋里城市管理综合体，和 20
名环卫工友一起吃年夜饭。

傍晚 6时，工友们陆续来到餐
厅，这里瞬间成了“橙色的海洋”。荔
枝肉、清蒸黄瓜鱼、香辣卤味、芋泥
……一道道美味端上桌，大家一边
热络地聊天，一边吃着喜爱的食物，

“这是我在福州和大家一起吃的第三
顿年夜饭，虽然我是四川人，但是和
熟悉的工友在一起，哪怕除夕不和亲
人一起过，心也暖暖的。”陈烈洪说
完，和大家一起举杯，庆祝新春。

“越到春节假期，垃圾转运量
越大，别的工作假期或许可以稍微
松口气，但是垃圾转运等环卫工作

绝对不能松懈，反而比平时更忙。”
洋里城市管理综合体相关负责人
说，为了感谢一线环卫工人的坚守
与付出，他们准备了这顿热乎乎、
香喷喷的年夜饭。

傍晚6时40分，大多数环卫工

人迅速吃完年夜饭。晚上 7时，夜
色笼罩榕城，当市民都在吃年夜饭
时，他们已经驾驶垃圾运输车，穿
行在大街小巷，将一桶桶垃圾转运
至目的地，直至下半夜，让这座城
市在黎明到来前重归清洁与美丽。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记
者昨日获悉，考虑到春节假期
户外劳动者用餐不便，市总工
会联系引导省连锁经营协会、
市快递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
在 10 个工会驿站和网约车司
机之家，面向网约车司机、快递
小哥、外卖配送员、交警、环卫
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发放 1000
份爱心餐。

“看到群里通知有爱心
餐，就来领一份，顺便换对雨
刮。”昨日上午，网约车司机李
孝苗来到仓山区福湾路的中
升裕丰网约车司机之家领取
爱心餐。

记者看到，爱心餐有川味
冒菜、平安燕丝、红烧牛肉粉、
酸辣牛肉粉、番茄牛肉粉可选，

量多味美。工会同时配送了智
能煮餐机，只需将餐食放上，等
上三五分钟就能食用。广汽丰
田 4S 店内网约车项目负责人
吴颖说，他们服务的网约车司
机有 200 多名，部分人春节坚
持在岗，“店内食堂备有 100份
工会送来的爱心餐，还有火锅
料、肉类等，春节假期司机过来
可以自己煮着吃”。

“我开网约车两年了，春节
期间是又爱又怕，爱的是生意
不错有钱赚，怕的是餐饮店不
开门没地方吃饭。去年加入工
会，我们的租车方广汽丰田 4S
店内专门开辟司机之家，平常
过来吃饭、午休、保养车子都很
方便。今年春节假期这里有饭
吃，服务太贴心了。”李孝苗说。

“城市美容师”开心品福味
本报记者 沐方婷

千份爱心餐
送给户外劳动者

李丰（左）一家吃年夜饭，欢乐祥和迎新春。（受访者供图）

“祝老板年年发大财！”
“谢谢你们！拜年红包送上，

也祝你们新年快乐！”
爽朗的笑声，回荡在三坊七巷

澳门桥头。
大年三十下午 5点，一顿特殊

的年夜饭在妃轩珍珠烟酒店旁的
长廊里开席。在烟酒店店主、三坊
七巷公益团队负责人叶小弟的邀
请下，8名因各种原因未能回家过
年的打工人相聚于此，感受这份别
样的温馨。

这顿特殊的年夜饭，要追溯到
10 年前。2014 年，叶小弟应当地
政府部门邀请，组织一批志愿者整
治乱停放的电动自行车。整治完
成后他发现，部分志愿者因种种原
因无法回家过年，便发出邀请：“来
我店里，我煮给你们吃！”

随后的几年，叶小弟发现，因
种种原因无法回家过年的人不在

少数。他的店铺外架着几台电

视机，每当临近春节，总有些人徘
徊在电视机前，看着往年的春晚，
一看就是一下午。“有些人没挣到
钱，不好意思回家；有些人路途遥
远，感觉回家不划算……不回家的
原因林林总总，但他们无疑都需要
一顿温暖的年夜饭。”叶小弟说。

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点燃了叶
小弟的助人热情。每逢年关将近，
他就会主动询问那些徘徊在电视
机前、看上去孤独的人：“今年回家
过年吗？和谁一起吃年夜饭？如
果没法和家人一起，要不要一起来
我店里吃？”

从 2014 年至今，除了疫情防
控那几年，这顿温暖年夜饭持续开
席。“最多的时候有 20多个人吃，
少的时候也有五六个人。既有老
朋友，也有新面孔。但是这份情谊
与温暖，大家都会铭记在心。”叶小
弟说。

来榕打工近三十年的刘传明，

是这顿特殊年夜饭的“常客”。他
父母早亡，在老家达州也没有太多
亲人，“回老家既花钱又花时间，在
福州又难免感到有些孤单，多亏叶
小弟的年夜饭，让我在福州认识了
不少朋友”。

今年，在叶小弟的盛情邀请
下，有8人来吃年夜饭。

为了这顿饭，叶小弟花了不少
心思。“上午 10点就开始买菜、做
准备，中午稍事休息，下午继续做
饭。”叶小弟说，今年准备了 5 个
菜，考虑到吃年夜饭的多是外地朋
友，吃不惯海鲜，以各类肉菜为主，

“既有红烧肉、粉条炖肉，也有他们
爱吃的腊肠等特色菜，希望他们能
够喜欢。”

年夜饭开席后，叶小弟和儿子
一起给几名外地朋友送上红包，还
给他们倒上好酒，“吃完年夜饭，他
们还可以边看春晚边打牌，尽力让
他们在福州过一个温馨的除夕”。

公积金线上业务不打烊
线下办理窗口正月初四起开放

本报讯（记者 赖志昌）昨日，在市政务服
务中心 6个公积金业务办理窗口，仍有部分
市民前来办理业务。据悉，这些窗口正月初
一到初三放假，正月初四起开放，工作人员将
坚守岗位，为办事群众服务。

“今天赶着回老家过年，在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很快就办好了业务，为他们的辛苦付出
点赞！”当天上午，市民邱先生顺利提取了
9000元公积金。

“今天是除夕，相较平时，来我们这里办
理业务的市民少了不少，但只要市民有需要，
我们就会坚守岗位。”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窗
口工作人员林伟说。

在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铁路能化管理部
窗口，工作人员陈锋正忙着帮市民许大爷办
理退休公积金提取业务。办理完毕，陈锋还
贴心地为许大爷送上了春联和新春祝福。“工
作人员太贴心了，感谢他们的付出！”许大爷
笑着说。

“春节假期，市民办事也不会耽误，可通
过闽政通、e福州APP办理线上业务。”福州
住房公积金中心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岳峰派出所民警林舒琴和丈夫
除夕都在忙碌

他为祖国“守岁”
她护群众平安
本报记者 张铁国

除夕，金鸡山公园张灯结彩、人头攒动，
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公园入口处，身着
警服和反光背心的两名民警在执勤，其中一
名身材娇小的女民警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请大家小心脚下台阶，注意安全”“上山
往这边走”……女民警热情地为来游园的市
民游客指路，并及时提醒他们注意安全。

记者了解到，女民警是市公安局岳峰派
出所的林舒琴，今年是她入警的第五年。“这
是我第一次在岗位上过除夕，能守护群众平
安，我觉得很有意义。”林舒琴笑着说。

当天，林舒琴与20多名同事在派出所匆
匆吃过年夜饭，就分赴各执勤点。晚上 7点
半，根据安排，林舒琴与同事来到金鸡山公园
执勤。

而同一时刻，林舒琴的丈夫正在为祖国
“守岁”。

原来，她的丈夫是一名现役军人。他们
上月才结婚，第一个春节就无法在一起。“当
警察，就意味着奉献。成为一名军嫂，就要比
其他女同胞更独立、付出更多。”林舒琴说。

“正月初二，舒琴还要值班。我们打算正
月初三让她回老家陪家人。”岳峰派出所所长
赵真说，考虑到林舒琴的丈夫在部队工作，派
出所特地决定让她回老家漳浦，多陪陪双方
父母，也让她的爱人更加安心工作、没有后顾
之忧。

“晚上执勤到几点？”记者问。
“现在无法确定，要根据游客的数量和上

级的指示来决定。只要我在岗，就一定尽全
力完成任务。”林舒琴坚定地说。

交通人坚守春运岗位
本报讯（记者 朱榕 通讯员 陈晶晶 杨

胜兰）爆竹声声除旧岁，除夕烟火照人间。我
市广大交通运输工作者除夕坚守在岗位上，
用责任与忙碌守护着旅客的团圆路。

清晨不到 6点，在福州汽车北站的志愿
服务台，服务组副班长朱鑫迎来前来咨询的
第一名旅客，“我忘记带身份证了，带着小孩，
能不能买票坐车？”朱鑫在了解旅客情况后，
教他办理了临时乘车证明，并指引他如何买
票乘车。

春运期间，客运站客流大增，每天都有上
百人到服务台咨询或求助，朱鑫和同事们总
是耐心细致地为旅客解决出行难题。“前几天
一名旅客刚办好临时乘车证明，车辆马上要
发车了，他急得快哭了。我们紧急协调，让大
巴等了几分钟，他这才坐上了车。”

刚送走前面的旅客，60多岁的陈阿姨便
递上身份证想要取车票。看到陈阿姨还要等
待近 3个小时，朱鑫贴心地给她办理了改签
服务，让她提前坐上返乡的客车。

一趟趟准时准点的公交车辆，也温暖着
旅客回家团圆的路。为了守好春节前最后一
班岗，109路公交车司机李佳鹏一家三口在
凌晨 5点多就忙开了。“爸、妈，我出发了，晚
饭就在场站吃！”

李佳鹏的父亲李玉峰是 183路驾驶员，
母亲陈美玲是 196 路驾驶员。今年车队有
些驾驶员回乡过年，人员比较紧张，他们一
家人商量后决定坚守岗位。李佳鹏说：“虽
然在不一样的线路行驶，吃着不同时刻的年
夜饭，但选择在同一种岗位上坚守，也是一
种圆满。”

叶小弟的特殊年夜饭
本报记者 阮冠达

叶小弟给外地朋友送上红包。本报记者 池远摄

环卫工人开心过大年环卫工人开心过大年。。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池远摄池远摄

朱鑫热情服务乘客朱鑫热情服务乘客。（。（市道运中心供图市道运中心供图））

别样团圆饭 年味浓又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