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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胞 陆观

新闻 递速

“怎么可能？！袁老师身体那么硬朗，整个
人状态那么好！”5月22日，从大陆合作伙伴
——湖南隆平高科一位高管处闻知杂交水稻
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先生去世的消
息，台商陈建中最初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盯着大陆这位合作伙伴的微信消息，他又逐
字确认了一遍。

“我们一家人一直很敬重袁老师，我把消
息告诉父亲，他也十分震惊和痛心。”如果不
是因为台湾地区近期暴发了新一轮新冠肺炎
疫情，按照原计划，此时陈建中应回到大陆，

“如果我在大陆，一定会到长沙，代表父亲，去
送袁老师最后一程。”陈建中对人民政协报记
者表示。

■ 父亲与袁先生一见如故

追溯陈家对袁隆平先生的敬仰之心缘
起，时光要回到21世纪初。

“现在我们试验田种的杂交稻每亩产
700公斤，农民种的亩产能达到800公斤甚
至更高，因为他们大量采用有机肥。”那是
2000年早春的一个傍晚，忙完公司一天的工
作，陈建中随父亲回到住处。打开电视，当天
新闻正在播发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的
访谈。如上讯息从当年获奖者之一袁隆平院
士口中说出时，陈建中和父亲不约而同对视
了一下，“我们当时就确信，我们的肥料一定
会在大陆杂交水稻试验田有用武之地。”陈建
中回忆道。

彼时是陈建中随父亲回到祖籍——福建
漳浦，专事生态肥料研究和生产的第5年。

“这之后，我们几次试图通过朋友引荐，
希望与袁老师联系上，但一直未能实现。”

契机出现在2010年11月。陈建中父子
作为参展商，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十届中
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会议用餐中陈建中父子
偶然邂逅了与会的时任湖南省农科院农业生
物资源研究所所长、也是袁隆平院士的前助
理罗连光先生。博览会结束后，他回湖南即引
荐陈建中父子前往湖南拜访袁隆平院士，介
绍三本肥料通过采用彼时台湾先进的生物技
术研发的“农好一号”“农好二号”系列酵素液
体肥。

在陈建中的印象中，父亲陈瑞和与袁隆
平院士的首次见面，两位老人相见甚欢，相互
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父亲那年79岁，袁
老师比他年长两岁，二老在整个会谈中有谈
不完的话题，袁老师介绍了他的超级稻计划，

父亲介绍了他在生态肥料助力稻苗优势生长方
面的研究，并向袁老师表达了希望参与到国家
杂交水稻高产攻关试验项目中。”

陈建中回忆，会谈交流中，袁隆平院士还肯
定三本肥料的研究实践，鼓励陈建中父子“要把
在台湾长期研究实践中的好农业技术带过来”。

一次愉快的交流后来成功促成一个两岸农
业合作的成功案例。会谈后，双方很快确定了合
作关系，决定在由袁隆平院士领衔的国家杂交
水稻高产试验田使用的肥料中，配合使用三本
生物有机肥料、液体酵素肥料。

一年后的2011年，由于袁隆平院士攻关的
超级稻新品种“Y两优302”冲刺高产试验田施
用三本肥料取得预期效果，三本肥料工业有限
公司与袁隆平院士旗下的湖南隆平高科又合作
创办了隆平粮社，协力共同研究开发高效液体
酵素肥，并同步在湖南怀化和广西桂林两地国
家杂交水稻高产试验基地中投入和施用。

2014年，由三本肥料生产的液体酵素肥
“农好1号”“农好2号”又参与了当年由袁隆
平院士领衔的国家超级杂交水稻亩产1000公
斤的攻关试验，“农好1号”“农好2号”的肥力
效果得到了袁隆平院士和课题专家组的充分
肯定。

陈建中介绍，目前国家超级水稻育苗基地
还在继续使用三本肥料的有机肥。2019年，袁
隆平院士还把三本肥料推介给菲律宾政府，让
两岸农业的合作成果泽被世界。

■ 袁老不仅造福中国，也泽被世界

“袁老师身上体现的勇于挑战、勇于攻坚克
难、用科学成果造福人类的科学家精神，让我们
全家特别感佩和尊敬。”自2010年有幸与袁隆
平院士结识，陈建中父子与袁隆平院士所率领
的湖南隆平高科团队建立了密切联系。

让陈建中至今感怀的是，2011年 4月，袁
隆平院士接受台湾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研究所
邀请，赴台湾进行为期4日的两岸农业交流和
讲学，他和父亲有幸陪伴袁先生半日。

“4天中，袁老师去的都是位于台湾农业耕
种聚居区，地处中南部和东部的乡下，考察涉及
台湾的农会、产销班、示范基地，每到一个点，袁
老师都会在田间和台湾基层科技人员交流，没
有安排一点闲暇时间去台湾的一些著名景点看
看。”这次近距离相处和陪伴，让陈建中父子再
次有机会感受袁隆平院士的可敬可爱。

与此同时，袁隆平院士的此次台湾行，在岛
内也“圈粉”无数。当年 4月 29日台湾《联合
报》《中国时报》等岛内主要媒体，以《心系祖国
统一之杂交水稻之父：台湾米饭齿颊留香》为
题，对袁隆平院士访台之行作了特别关注。

“他对人总是很和蔼，很幽默，会用英语和
大家开玩笑，同时他永不止步、始终在科研一线
中发现问题、敢于登攀的精神，特别令我们感
动。”陈建中至今还记得2019年，他在海南三亚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稻田中，看
到的一幕。

已是89岁的袁隆平院院士站在稻田里，一
边甩着手上的泥巴，一边语重心长对团队科研
人员说，“农民不富裕，中国就谈不上现代化；亩
产单产上不去，中国农民就富不起来。我们能帮
国家做成这件事，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让我们
骄傲和有价值的吗?”

人生为一件大事而来。在陈建中心中，袁
隆平院士所开创的事业，不仅造福中国，也造
福了全世界。“他的研究成果被世界认可，每次
我们去他的办公室，他都被来自南美、非洲等
还没有解决粮食问题的国家和地区的取经者
包围。”

“稻香飘两岸，杂交富中华”，这是三本肥料
2011年首次参与国家超级水稻育苗基地湖南
试验田试验成功后，袁隆平院士送给陈建中父
子的感谢赠言。

“我和父亲已到大陆深耕近20年，深感两
岸农业可携手共进的空间很大，我们会遵循袁
老师对我们的教导，把台湾好的肥料、好的农业
技术带到大陆，希望两岸农业合作开出更多‘稻
香飘两岸，杂交富中华’的成果之花。”在陈建中
看来，这是对袁隆平院士最好的纪念。

隆平精神惠泽两岸
台商陈建中追忆与袁隆平院士的过往事

本报记者 修菁

5月21日至25日，由农业农村部和浙江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
会（以下简称茶博会）在杭州圆满落幕。据悉，这
是自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在杭
州举办的第一场国际茶叶博览会。5天展期中，
各国参展商以茶为桥，品茶、售茶，了解彼此、结
下友谊。作为茶博会重要参展群体的台湾茶叶
品牌，共有18家茶商来到现场参展，还有10余
个岛内知名茶叶品牌通过委托参展的方式，在
博览会上设置了展台。

互联网＋展示、委托参展、云上销售等方式，
让茶博会日益成为联结两岸茶农、茶商、茶友的
友谊之桥、交流之窗，也让双方在多样、不被时空
所限的交流中，更深联结。

“明年我们再见！线上我们多见！”
“虽然目前台湾疫情严重，我没有办法亲自

带队参会，但我们的人在、心在、情谊在，两岸一
家亲永远不会变。”

……
多位台湾茶农和茶商向人民政协报记者表

达了希望两岸茶业更多联结、更多交流的心声。

帮助台湾茶人疫情不缺席

今年茶博会前夕，台湾地区暴发了新一轮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多家已报名参加本次茶博
会的台湾茶农及茶商无法来大陆参展。以代理
台湾10余个茶叶品牌的杭州“郭少三台湾茶”
共享茶叶销售平台主动联系10多位抱憾不能
来到茶博会现场的台湾茶农及茶叶品牌，在茶
博会现场，通过为每个品牌设置一个展柜的方

式，帮助这些茶农和茶叶品牌有机会在本次茶
博会现场，被大陆顾客知晓和“看见”。

据连续多年参展茶博会的“郭少三台湾茶”
共享直播平台负责人九九介绍，茶博会一直对
台湾茶商和茶厂独具吸引力，尽管不能亲历茶
博会现场，但在台湾享有盛誉的几大茶叶品牌
和制茶人：东邦红茶、品茗峰茶叶、八方巡茶、五
岳雾芽，台湾红茶泰斗郭湘勋、南投县斗茶协会
会长陈立伟、东方美人茶知名制茶人邓国权和
杨瑞隆、台湾最年轻神农奖得主邹腾等纷纷联
系到她，希望帮助在茶博会上设置展台。

因茶而来的缘分

来自台湾南投县的茶商颜子陵在杭州深耕
多年，也是茶博会的常客，今年因他一直留在大
陆，本届茶博会他可以如常参加。

“交朋友一定要喝茶，在台湾我们有这个传
统，来大陆，也一样。因为喝茶能让人心清静，大家
彼此间交流，也会更亲近、更深入。”颜子陵说，茶
博会期间他的展位前吸引了不少参展商前来品
茶，还碰上几位同样来自南投的同乡茶商，让他
很开心，“聊起来才知道，我们在台湾离得很近，但
在台湾大家并不相熟，反而是这次茶博会，让大
家聚在这里，这也是因茶而来的缘分。”

“南投县有幸参与这次盛会，我们感到很荣
幸，很亲切。虽然目前台湾疫情严重，我没有办法亲
自带队参会，但我们的人在、心在、情谊在，两岸一
家亲永远不会变。”在茶博会台湾南投馆的大屏幕
上，台湾南投县农会总干事曾明瑞通过视频表达
了希望通过这茶博会，与大陆茶友分享台湾好茶，

希望疫情平稳后能与大家再次团聚的心愿。
“茶者，礼也，茶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

礼仪之美。我们在这里的相逢相识可能很短暂，
但透过一个小小的茶席、一套饮茶礼仪，您就可
以了解台湾茶的口感和文化。”南投县农会执行
长叶语是此次茶博会台湾南投县农会展位的负
责人，在她看来，这些年大陆市场变化很大、发
展很快，这是台湾茶农和茶商非常看重的，“我
们也一直在努力跟上节奏，让台湾的优质茶叶
能更好地满足大陆消费者的需求，并通过茶博
会以茶会友，拓展大陆市场。”叶语对人民政协
报记者表示。

“互联网＋”赋能两岸茶业市场

“这些年，大陆的市场已经不止用简单的
‘大’来形容，因为这个‘大’不仅代表人口数量
多，更重要的是它变得更加多元、更加成熟和健
康。”来自台湾南投的茶商甯君宇此次参展的主
要茶品是台湾梨山茶。甯君宇介绍，他自2014
年来到大陆拓展市场，6年间在两岸茶界的交
流，对其拓宽视野很有帮助，而随着自己的茶
叶品牌在大陆的销售业绩逐年持稳定增长态
势，也坚信了他继续深耕大陆的信心。

“展会期间，有两个台湾茶叶展位的负责
人多次来和我交流，如何用好大陆线上直播和
销售平台，能希望能加入我们的共享销售平
台，更深走进大陆市场。”让更多台湾茶人走进
大陆，让更多大陆茶友了解宝岛，这是3年前，

“郭少三台湾茶”共享直播平台创立的愿景。据
平台直播负责人九九观察，本届茶博会上，台
湾茶商对通过大陆线上销售和直播带货平台
进入大陆市场，表达了更强烈的意愿。

九九分析，台湾台商希望融入大陆线上销售
平台的意愿更强烈，一是一直以来，台湾本地的茶
品牌融入大陆线上市场的机会少，二是在台湾他
们缺乏电商和线上直播的学习平台，同时台湾地
区也没有成熟的线上直播销售平台为茶商学习，

“他们一直渴望能够有一支大陆的电商直播团队
能够帮助他们融入大陆市场。”九九分析说。

“科技的力量能够赋能传统产业创新发展，
提升传统产业整体竞争力，也包含茶业产业。伴
随大陆2020年出台惠台‘农林22条措施’以及大
数据技术在大陆各产业的蓬勃运用，未来两岸农
业的合作与发展，一定会更好、更快、更深入。”农
业农村部对台湾农业办公室负责人在接受人民
政协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本届茶博会组委会提供的数据，本届茶
博会尽管因疫情防控影响，现场参会的台湾展
商较往届有所减少，但现场交易额反超上届。

一杯香茗让两岸更多“互见”
——2021第四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小记

本报记者 修菁

本报讯 （记者 照宁）“目前大陆发
展前景很好，我希望从事一些台湾还不发
达的产业，比如抖音之类的互联网工
作。”在5月 29日举办的第十六届台湾人
才闽西南(厦门)对接会上，前来应聘的台
青温砚钧对记者如上表示。

近年来，厦门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
一家园”，为更好服务和吸引各类优秀台
湾人才来大陆发展，厦门市为台湾各类专
业人才提供系列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吸引
了大量台青来厦就业。

据了解，本次对接会共吸引 53 家用
人单位、7家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
以及200余名台湾专业人才、在闽台籍学
生到场交流对接。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安
费诺电子、通达科技、三安集成电路、正
新橡胶……来自闽西南协同发展区的 53
家用人单位也积极参加，其中不乏多家知
名企事业单位，共提供职位 1603 个，吸
引不少台湾人才交流对接。

记者注意到，在对接会上，互联网/
电子商务、贸易/进出口、电子科技/半导
体/集成电路、酒店/旅游等行业人才需求
相对集中。不少企业提供的月薪都在万元
以上。丽宝生医(厦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执行副总，提供月薪 3 万-4 万元人
民币，当场就收到了不少优质简历。

“厦门市台湾人才政策力度大，我希
望毕业后能留在厦门发展，国企、金融行
业我都很感兴趣。”来自台南的刘天财是
厦门大学金融专业的在读研究生，2008
年就随父母来到大陆，自己的学生时代大
部分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大陆日新月异的
发展变化很吸引他，他打算毕业后留在厦
门发展。

针对日趋增多的台湾青年到大陆就业
创业需求，对接会还设立创业空间对接
区，7家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前来
交流对接，为台青来大陆就业创业搭建桥
梁、载体，提供资金、资源、人才、法
务、补贴申请等服务。

厦门字节跳动客服运营专员汤德帷是
台湾人，毕业后选择来厦门工作，在他看
来，大陆的发展潜力巨大，公司福利好，
特别是厦门的人文风情和熟悉的闽南话，

“在这儿工作让我很踏实，我一直很向往
来厦门。”

第十六届台湾人才
闽西南（厦门）对接会举办

第八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
赛大陆赛区和台湾赛区同时启动。海峡
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创办于 2014
年，迄今已举办七届，活动旨在展示两
岸大学生独特的建筑设计创意，为两岸
建筑专业的大学生打造梦想舞台，促进
两岸青年交流与合作。

据 介 绍 ， 本 届 大 赛 的 主 题 是 “ 构
亭”。参赛队伍需构建可供人休憩娱乐的
亭子，造型鼓励创新，所用材料必须为
可重复再利用的环保材料，由钢构、木
构及玻璃(包括有机玻璃)组成。活动主办
方表示，“构”和“亭”在中华文化中承
载深情和东方诗韵，建构的重点，则在
于作品结构稳定性和功能舒适性。大赛
决赛成果将在8月海峡两岸青年节期间集
中展示，构亭的获奖作品经结构师确认
与优化后，将建成城市景观、乡村景观
或校园景观。

本届大赛台湾赛区由中华青年交流
协会向高校公开征集。 （林春茵）

杭台青年企业家联盟成立

由杭州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
杭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杭州市新生代
企业家联谊会共同发起的杭台青年企业
家联盟于日前成立。杭州市台协会会长
周鲍华在成立仪式上表示，“联盟的成立
旨在让两地青年企业家、创业者之间的
交流成为常态，扩大台湾青年的眼界，
同时也为杭台两地的经贸交流、文化交
流带来新气象。”

近年来，杭州市高度重视台湾青年
来杭创业就业工作，大力推动杭台两地
青年的交流，通过健全机制扩大交流平
台，通过强化保障突出工作特色。在台
湾青年来杭创业就业、台商二代传帮带
培养、台湾大学生实习、组建台湾学生志
工队等方面开展了探索和推动。同时，杭
州市积极发挥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就业基地
等平台作用，认真贯彻落实各级各类惠台
政策以及浙江省“惠及台胞台青的八条措
施”，开发上线了“聚梦启杭”小程序，
指导开展台青主播培训，引导两岸台青及
创业机构来杭交流、合作，逐步营造起集
聚台湾青年的良好氛围。

（杭州市台办供稿）

第八届海峡两岸大学生

实体建构大赛启动

本 报 讯 （ 记 者 照
宁）“病毒无情，人间有
爱，有许多在厦台胞忙于
工作，难免错过疫苗接种
的机会，特别感谢我们湖
里区委台港澳办关心大家
的情况，积极推动安排了
此次绿色通道！”这是在厦
台胞巫承祥接种完新冠疫
苗后，在朋友圈发出的

“心声”。
5 月 26 日，在事先摸

排了解辖区台胞们的接种
意愿、接种情况和有关诉
求后，厦门市湖里区委台
港澳办贯彻落实为在大陆
台胞接种新冠疫苗的政
策，深入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联合
湖里街道康乐社区，组织
75名湖里台胞台属集中接
种新冠疫苗。

疫苗接种现场，专门
设立了台胞台商接待区，
台胞们只需出示台胞证核
对信息，填写完知情同意
书，便可领取台胞专属标
识，前往登记区和接种
区，通过事先设置好的绿
色通道完成疫苗接种，方
便又快捷。

“一开放疫苗接种我们
就在社区登记预约了，但
是一直没有排上。”台青邱
彦渊表示，自己因为工作

迫切需要接种疫苗，“我明天刚好就要出
差，今天就能接种疫苗，对我来说太及
时、太暖心了！”

“我2015年来到厦门，在这边工作生
活都很顺利，各级台办对我们非常照顾，
让我们很安心。”71岁的林碧华是当天年
龄最大的接种台胞，她表示：“原先疫苗
接种只开放 18至 59周岁时我就非常想
打，现在终于开放60岁以上接种了，太
好了！通过这次接种疫苗我也能切身体会
到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感受到了家的温
暖。”

“此次是我们组织第一批台胞集中接
种疫苗，短期内还会继续组织第二批、第
三批，确保每一个在湖里区的台商台胞都
能接种。”湖里区委台港澳办四级调研员
方旭明表示，将根据“知情、同意、自
愿”原则，进一步加大宣传、摸排、走访
力度，继续组织台胞开展疫苗接种，争取
不漏一人、全面覆盖，共同筑牢疫情防控
的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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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首次参与国家超级水稻育苗
基地湖南试验田试验成功后，袁隆平院士
亲笔题字，送给陈建中父子一幅感谢赠言。

图为图为20102010年年1212月月，，陈建中父亲陈瑞和在湖南与袁隆平院士第一次见面陈建中父亲陈瑞和在湖南与袁隆平院士第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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