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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我们一家人被很多
的爱包裹，很幸福，可以说，完全
把在台湾过年的感觉，搬到北京
了！”春节假期前，台胞李绍桦在
微信朋友圈连着发出几条信息：

“盼望疫情赶快过去，我想回家
……”看得出，春节前的她，被浓
浓的乡愁包裹。

但从除夕开始，李绍桦的微信
朋友圈忽而变得阳光明媚：初一爬
凤凰岭，初二受邀到她所开办的咖
啡厅志工家做客，初三和在京的两
岸朋友一起有机采摘……“忽而发
现，在北京，我其实有一群家人，
这些家人惦记着我们一家四口怎么
过年，我们一家人被这座城市接纳
和惦记关心着，这种感受让我们特
别感动。”

来到北京这些年，第一次在大
陆过年的别样感受，让李绍桦直呼

“超乎想象”，在她内心，作为中华传
统佳节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春节，
他们一家人受邀走进大陆朋友家，
而不仅仅是和在京的台湾朋友一起
过，代表着他们在北京有了一群一

起生活的伙伴，“这种感觉，会让人感
受到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在北京这个
家。”

刚刚过去的春节，在北京，还有
很多像李绍桦这样的台胞，通过就地
过年，和大陆的朋友一起共度新春，
让他们感受到自己与北京的深度联
结，“这种联结，不是旅人心态的，
而是我生活的这座城市，有我的‘家
人’，有比我更关注我们一家人能不
能过好的大陆‘家人’。”更多地了解
大陆，也让就地过年的台胞，在北京
度过了一个年味十足、温情满满的牛
年春节。

农历正月初二俗称“迎婿日”，
是出嫁女儿回娘家的日子。2月 13
日，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附近的
一家台式面馆，在京台胞们携带麻油
鸡、烧酒鸡、地瓜球等台式餐点陆续
抵达。“因为疫情，大家回台湾不方
便。但只要聚在一起，这个相聚的地
方就是朋友们在北京的‘娘家’。”聚
会发起者之一、台式餐厅老板刘静恒
这样表示。

卤肉饭、麻油鸡、红糟鲷鱼，搭

配素什锦、红枣银耳羹和香米饭，还
有台湾经典汽水，构成了过节期间在
京台生的“暖心便当”。“原本我想叫
上校友们一起吃团圆饭，但发现高校
学生要出校聚餐多有不便。于是我决
定制作台湾味的暖心便当‘年夜
饭’，一解学子们的思乡之情。”台湾
政治大学北京校友会创会会长李翰莹
说道。在她的带领下，在北京工作的
台湾政治大学校友纷纷出钱出力。大
家把打包好的便当放进保温袋里，再
分送至各所学校台生们的手中。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北京大学
台籍教师陈文成也感受到了大陆的更
多“暖意”。

“我们更多陪伴彼此，也更多感
受了真正的北京生活。”受疫情影
响，今年是陈文成全家第二次留在北
京过年。

“台湾传统就是年夜饭一定要围
炉。”除夕，陈文成准备了简单的火
锅，又下厨做了一些台湾的特色菜，
来自河南的太太擀面皮包饺子，山西
的朋友捧出了传统年糕……一桌年夜
饭就这样齐聚了南北方的风味。陈文

成也把这种分享的热情带回了台湾老
家。大年初二，陈文成通过视频，

“云端”给台湾的家人拜年，结果家
里人很担心他们在大陆的安危。“第
一句话问你们北京是不是很危险？我
说没有，我们一切都很正常。”面对
两岸信息不畅造成的误解，陈文成
说，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们这
个年过得更好，让台湾的家人放心”。

春节假期期间，陈文成笑言自己
过了一年大陆＋台湾年俗味儿满满的
年。过年期间，他带着全家给大陆的
师友拜年，带上宝宝去郊区玩，同时
按照台湾的习俗，过年都要去庙里上
香，所以他还带着全家去雍和宫烧香
拜佛，祈求“安太岁”。

对于农历辛丑牛年，陈文成也有
一份新年期待：“从北大毕业，今年
又回到北大工作，希望自己在事业上
能够更融入工作环境，更贴合国家发
展方向。同时也希望自己与爱人的结
合做好两岸婚姻家庭的一个典范。”

2020年，陈文成的女儿出生前
后，太太和小宝宝的安全健康牵动着
台湾家人的心。由于两岸防疫隔离政
策，孩子从出生到现在还没有见过台
湾的爷爷奶奶，这让陈文成有些心
酸。“他们都很想她，希望今年能回
去看看，也期许两岸早日恢复更加和
谐的交流状态。”

经历一个春节，在京过年的多位
台胞向人民政协报记者表示，自己心
更踏实了，希望这种深度融入，能成
为更多两岸交流之桥。

▶▶▶北京篇：

这里是“家”，有十足的年味
本报记者 修菁

作为大陆吸引台商投资最多的
城市之一，上海聚集了数万名台湾
年轻人在此创业、工作、生活。疫
情下“就地过年”的他们，新春佳
节里纷纷许下自己的牛年心愿。

留沪过年，上海注春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国翔春节日程安
排中多了一项内容：巡店。冬日
里，看着顾客手捧一杯注春荞麦醇
奶或者金黄姜奶，黄国翔感觉自己
心里也暖暖的。

3 年前，黄国翔以古代名壶
“注春”为名，在上海创立台湾人
文茶饮品牌，并在时尚地标新天地
开设了第一家门店。依托口味、品
质，以及将水墨画和中国功夫等元
素融入新式茶饮的创意，注春在大
陆市场稳步发展，拥有了一批忠实

“春粉”。
2020年疫情突如其来，餐饮行

业一度遭遇重创。熬过寒冬，注春门
店数量从16家增长到28家，还在
当年举行的“中国餐饮产业潮流峰
会”上跻身“潮流餐饮50强”。

2021年新年伊始，注春又在
福建福州、山东龙口相继“落
子”。黄国翔透露，将以华东、华

南为重点继续拓展，争取年内门店增
加至百家。

“坚守台湾传统茶艺，并根据各
地消费特点加以创新。期待牛年注春
能在更多大陆城市飘香。”黄国翔说。

“未来一年，麦可将持续打造两岸
青年文创平台，吸引更多从事文创的
台青来上海，依托麦可将实现自身发
展。”麦可将文创园执行长刘亦展说。

刘亦展任职的麦可将文创园，由
传统服装工厂“变身”而来。短短几
年，这里聚集了数十位两岸“能工巧
匠”，并被不少台湾文创业者视为进
入大陆市场的“首站”。

2014年来上海发展，今年是刘
亦展第一次留在这座城市过年。和他
一起“留守”的，还有麦可将园区里
的30多位台胞。

刘亦展透露，牛年麦可将有许多
规划，正在建设中的“时光行旅”主

题酒店是重点，计划10月启幕，将
融合文创、内容、实体、互动、社群
等复合功能，打造“住”为核心的城
市文旅综合体。

“希望这座酒店能让旅行者在繁
华都市体验‘一城一时光，一地一生
活，一路一人生’，成为上海新的

‘网红打卡地’。”刘亦展说。
“只有春节才能让我感觉时间静

止。”2月 14 日，农历牛年大年初
三，也是西方情人节，台青史家怡在
微信朋友圈留下这样的感慨。

作为“台商二代”，史家怡已在
上海生活23年。接棒父辈事业出任
上海根莱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史家
怡成为一位出色的青年企业家，并在
2020 年获得“上海市青年五四奖
章”殊荣。

过去一年本业工作忙碌繁重，史
家怡还担任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

协会台青部部长。新春前夕，她和同
伴们策划了一场跨越海峡的迎新联谊
晚会，邀留沪过年的台青与在台亲属

“云端”相见，为疫情下这个特殊新
年制造惊喜，留下温暖回忆。

迈入牛年，史家怡许下心愿：根
莱机能食品事业蒸蒸日上，跟随大陆
消费能级提升脚步实现企业升级。台
青部工作更火热，为“落地”上海台
青提供更多支持。

史家怡透露，台青部有很多新年
计划。通过海选方式组成台青直播
组，助力大陆台青创业企业推广产
品；举行音乐赛事或演出，为文创业
者提供展示舞台和沟通交流渠道；打
造台青版“舌尖上的中国”，借助美
食让大陆朋友更深度了解台湾……

“我们希望聚合更多台青，一起
共享大陆发展机遇。”史家怡说。

（潘清）

▶▶▶上海篇:

我为牛年许个愿

“今年春节没回台湾，我们正
好利用这几天时间，把全厂的机
器做一遍维护保养，为节后生产
做好保障。”2 月 13 日，大年初
二，辽宁和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总经理、台商吴有庆带着公司
的三位高管和几名工作人员，为
公司的机器设备做了个全方位的

“体检”。
“去年，我们积极应对疫情带

来的不利影响，产值实现 6000
万元。”辽宁和泰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于2015年签约落户铁岭县腰
堡镇，公司占地60亩，建筑面积
3.3 万平方米，总投资 1.2 亿元，
2019年实现产值2800万元左右，
去年又增加了几个车型，实现了订
单翻倍、产值翻倍。对于企业能在
疫情稳定后顺利复工复产，吴有庆

感谢铁岭台办和相关部门对公司的帮
助和扶持。

和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一直为
德国宝马系列车型生产配套产品，去
年宝马公司又将几个新车型的配套零
部件交给公司生产，今年产值将非常
可观。“今年订单量大，公司现有的
生产线已经无法满足生产需求，3月
将新投入自动化喷涂生产线和自动化
组装生产线。”谈到公司顺利复工复
产阶段后，销量一直顺势上扬，吴有
庆很是欣慰。

吴有庆介绍，今年和他一起在铁
岭就地过年的3位高管均是台湾人。
今年春节，他们积极响应号召，选择
留在铁岭过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一年多没回家了。春节前，我们
商议，留下守着公司，正好让本地员
工好好休息一下，台湾的家人也都非

常支持我们的做法。”除夕夜，吴有
庆几个人聚在一起吃了团圆饭，通过
视频给家人拜年。

“扎根铁岭6年了，我们对这里
有感情，对企业的发展更有信心。今
年留下来过这个特殊的春节，让我们
感受到了铁岭的年味，我们将全力提
升产品质量，加快成长步伐，助力铁
岭经济快速发展。”吴有庆说。

同样身在辽宁的台青罗鼎钧，受
疫情影响，今年也选择留在沈阳就地
过年。“登陆”10年的他，今年是第
一次留在大陆过年。

“距离不是问题，只要一部手
机，就OK了。”对于就地过年最大
的感受是当台湾家人得知他今年春节
无法回台北，要在大陆过年时，云端
问候每日不间断。

相比于在台北过年，罗鼎钧认

为，辽宁的过节氛围很浓厚，“几乎
从小年开始，这里的人们就进入过年
节奏，购置年货、做美食。我也会把
这里过年的风俗告诉给台北的家人，
让他们一起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一
面。”罗鼎钧说。

2014年，从大陆清华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罗鼎
钧选择辽宁沈阳作为自己在大陆筑
梦的起点，目前他运营的“两岸青
年”微信公众号，活跃粉丝达到了
7万多，“最初的创办愿景是，为两
岸青年到对岸交流与求学创设信息
沟通的通道。目前我们已帮助百余
位两岸学生实现到对岸求学梦，而
且很多位两岸青年通过我们的平台
结交好友，结束单身，相信他们应
该很感谢我们吧。”

在罗鼎钧心中，台湾是他的家，
大陆也是他的家，“我爱台湾也爱大
陆，希望两岸关系能尽快从险峻中走
向缓和，因为只有两岸关系向好，对
于台湾年轻人的机会才更多。”

希望疫情尽快结束，希望两岸恢复
便捷的往来，希望我们便捷地与台湾家
人相见，成为常态。受访在辽台胞纷纷
向人民政协报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新年
愿望。

▶▶▶辽宁篇：

心有所依，异乡亦是家乡
本报记者 修菁 通讯员 王赛

在今年这一特殊的春
节，受疫情影响，在与台湾一
衣带水的福建，有许多台胞
纷纷响应“就地过年”号召，
留在大陆过年。虽远离台湾
的亲人，但看大陆春晚、年夜
围炉、游花灯会……他们春
节假期仍然过得年味十足，
和大陆同胞一起，体会到了
一个别样的新春佳节。

厦门：
看春晚笑到肚子疼
赏花灯叹年味十足

“我第一次集中时间看
春晚，看小品，肚子都笑疼
了。”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
吴家莹来厦20多年来第一
次在大陆过年，很早就知道
大陆朋友过年的“保留项
目”是看春晚，自己也对春
晚很感兴趣，但以前都是在
台湾过春节，看春晚的机会
特别少。今年大年三十的晚
上，他准时守在电视机旁，
第一次真正体会大陆人过年
看春晚的乐趣。“节目特别
精彩，和大家一起坐在电视
旁分享快乐，好久都没有过
这种感觉。”除夕夜，他还
首次使用视频连线方式，跟
在台湾的家人彼此表达思念之情。

“看着这么多穿着汉服的人群，一起
赏这么大型的灯会，这种体验真的很不
一样。”2月6日晚，21组璀璨花灯在厦
门方特游乐园点亮，台青金于峰带着妻
儿受邀前来赏灯，看着游人如织，花灯明
暗，他直呼：“大陆年味特别浓。”赏灯过
大年，两岸都一样。身为台湾高雄人的金
于峰，以往每年都会和家人前往爱河赏
灯，今年第一次留厦过年，依旧和家人一
起赏灯，“感觉特别好，就像回家一样。两
岸本一家，在哪过年都是家！”

福州：
围炉宴品家乡味
大年初一开业忙

“除夕宴上的白切鸡、太平燕、火
锅，都是熟悉的味道，原来闽台两地过
年的习俗、口味都差不多呢，感觉好亲
切！”除夕夜，福州市台协邀请留在福
州过年的台胞一起围炉，在福州工作的
台青柯承妘便是其中的一位。

自2018年从台湾科技大学毕业后，

柯承妘便来到福州，加入由
台青创办的艺术教育机构，
这也是她第一次留在福州
过年。“福州的春节好热闹
呀，到处都是红红的灯笼、
七彩的挂灯，还有漂亮的烟
花。我和好多台湾朋友在一
起吃年夜饭，就像在家里一
样。所以，爸妈别担心我
啦！”除夕夜，柯承妘通过微
信视频通话将除夕夜的热
闹景象告诉父母。

林佳垔是一位来福建
发展的乡建师。大年初一她
的民宿接待了第一组客人。
最让林佳垔有幸福感的，是
当地村民亲如一家的氛围，

“民宿装修的时候，村民经
常过来帮忙，还给我们提了
很多装修方面的建议，这几
天也有很多村民十分热情
地邀请我们去家里吃饭，让
我们很感动。”

平潭：
共度除夕团圆夜
吾心安处即是家

台胞陈孟邦来大陆发
展30余年，这是他第一次
没有回台湾过年。面对父
母的牵挂，他也只好通过

视频彼此慰藉。但他却说：“今年春节
真的太温暖了！”原来，作为企业负责
人，陈孟邦主动带头在平潭过年，并号
召台籍员工一起就地过年，预先安排好
年夜饭计划一起共度除夕团圆夜。“后
来我们收到通知，政府要组织我们留平
潭过年的台胞一起吃年夜饭，我们又把
公司的年夜饭取消掉和大家一起过。”

“过年前，有些大陆朋友会关心
我，过年打算怎么过？有没有想去的地
方？我其实可以一起过年的大陆朋友很
多，2019年我就是在学生家过的年，
所以，到除夕那天，我才决定今年去哪
过年。参加了平潭社会事业局举办的台
籍教师和社区营造师的年夜饭聚会。”
今年是台青陈亚妏来到平潭的第4个年
头，虽然“登陆”时间算不上长，但是
在她看来，平潭已经留住了她的心。

今年春节前，陈亚妏还和自己刚来
平潭时带的第一届幼儿园毕业生和家
长，举办了一场户外party，这些孩子
是她从小班带到大班毕业的。“心在
哪，家就在哪，平潭的年味也很浓，还
是很有家的感觉。”陈亚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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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个团圆的节
日，虽然没能回到台湾，但海沧也给台
青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新春活动，携手
共度愉快的新春佳节。

2月4日，海沧台胞社区组织携手
区总工会为留厦台胞举办了专场烹饪技
能培训。海蛎煎、蒜蓉开背虾、五香
卷、蛋糕……在专业厨师手把手指导
下，台青们兴致勃勃地学习烹饪着两岸
新年传统佳肴。一道道精品美食出锅上
桌，大家边吃边学，熟悉的古早味在欢
声笑语中铺陈开来，浓了年味、解了乡
愁。

“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
……”2 月 7 日，伴随着温暖的歌声，
在海沧区东孚街道两岸青年之家，100
多位两岸同胞欢聚一堂，一场别开生面
的小型联欢会正在上演。“伴随着《外
婆的澎湖湾》的旋律，我从澎湖来到海
沧。海沧是个美丽的地方，我也把这里
当成了自己的家。”

大陆疫情防控怎么样？进口冷链食
品是否安全？台胞青年是否可以接种新
冠疫苗？疫情之下，这些问题成为在厦
台青关注的焦点，也成为海峡那头，台
青家庭心中的牵挂。2月7日，海沧区

组织部分台胞青年代表实地考察海沧冷
链物流集中监管仓和东孚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亲身了解大陆疫情防控工
作。

在厦门海沧万纬监管仓现场，工作
人员向台青们详细介绍了监管仓“每批
全检测、每件全消毒、流向全追溯”的
操作流程。在总数据控制室，台青们通
过监控画面，观看了监管仓工作人员消
毒、运输、检测等作业情况。

毕业于检验检疫相关专业的台青余
佳伦在参观后连连肯定道：“工作人员
的操作非常专业，未来我吃东西的时候
会很放心。我回去要把看到的告诉父
母，让他们也安心。”

在东孚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台
青们参观了各个医疗科室，先进的设施
设备、合理的科室配置、人性化的诊疗
流程让大家印象深刻。特别是疫苗接种
工作，让台青很感动。台胞青年陈静怡
说，1月中旬，她就是在这里接种了新
冠疫苗。“大陆对我们台胞青年非常照
顾，在台湾还没有疫苗的时候，就为我
们接种了疫苗，真的非常感谢！我想对
爸妈说：爸妈！我们在海沧挺好的！请
你们放心吧！”

“我们在海沧挺好的！”
——厦门市海沧区台胞迎新春系列活动小记

曾天泰 本报记者 照宁

编者按：

刚刚过去的中国农历新年假期，许多在
陆台胞考虑往来两岸间的疫情防控时间成
本，选择留在大陆就地过年。

“云端”和台湾家人围炉守岁、线下和
大陆的朋友结伴远足、抑或一起参与志愿服
务、为年后的复工复产准备……丰富多样的
假期活动，不仅让在陆台胞感受到充实喜乐
的节日气氛，也消解了他们的思乡之苦。

“心有所依，异乡亦是家乡。就地过
年，同样温暖喜庆。”本报记者日前与多位
身处祖国各地的台胞连线，记录他们2021
年的春节记忆。

就地过年，与大陆“年”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