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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连城县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面向全省
公开招聘连城县医院院长 1名,欢迎广大贤才踊跃报名,报名时间从即
日起至 2015 年 6 月 10 日 17:00。详情登录连城县人事人才网,网址:
http://www.lcrs.cn。

招 聘 公 告

连城县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管理委员会
连城县医院院长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

2015年5月29日

我司开发的福州市鼓楼区古田路 60 号“建福广场（建福大厦）”项目，预售

许可证号：98 榕房许字第 691 号，原监管银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州市城南支行，账号：3506164082214001096。现监管银行变更为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闽都支行，账号：7341110182600225463。特此声明。

福建迅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 告

位于台北市西北山区的白石湖社
区，虽地方偏远人口稀少，但村民们通
过创意巧思，使得产业活化促成农村
再造，从草莓种植发展到观光果园，从
休闲采摘发展到生态旅游，创造了台
湾休闲农业的“白石湖样本”。

农事体验：休闲采摘催生钱潮

沿着乡间步道，记者来到“东林观
光草莓农园”。得知是从大陆来的同
胞，园主谢明宜、颜芃仪夫妇特意拿出
刚摘下的有机草莓招待。颜芃仪介绍
说，白石湖的草莓多采用温室、棚架包
覆，一年开 5 次花，采摘期长达 6 个月，
每年吸引数十万游客前来采摘，带动
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既卖商品，又

“卖风景”，农户的收入大大增加，日子
过得红红火火。

“采摘的话，有机草莓一斤是 480
元（新台币，下同），普通草莓 250—300
元一斤，听起来不便宜，可我们都是用
柠檬、柳丁、黑糖和益生菌制作成酵素
来浇灌，还用生物防虫技术，所以是无
毒无污染的安全草莓。”颜芃仪说，东

林农园共种植 3 种草莓，包括有生产
履历的草莓、有机草莓以及水蜜桃草
莓。草莓除了出售外，还可以让游客手
工 DIY 制作成草莓炼乳、巧克力酱。

谢明宜以东林农园为例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种植有机草莓、水蜜桃草莓
3000 多 株 ，有 生 产 履 历 的 草 莓 8000
株，平均每株草莓产值约 100 元，一个
季度下来，收入超百万元，扣除人工、
灌溉等成本，净利润也有三四十万元。

“野草花果有机农场”是白石湖第
一家通过有机认证的草莓农场。园内
设有农事体验区，供游客体验耕种、施

肥、浇水、人工授粉、采摘等农事活动。
每逢节假日，这里会举办“亲子小农夫
体验营”，让身处都市的小朋友们有机
会回归农田，亲近大自然，从种植中培
养敬爱土地珍惜粮食的观念。

游客叶文娴一家三口从新北市慕
名前来。对于摘草莓，5 岁的儿子非常
喜欢。叶文娴告诉记者，摘多摘少都无
所谓，来这里除了游玩，还多了一项孩
子喜欢的活动，既享受了劳动成果，又
增添了亲子的乐趣，一举多得。

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魏芳
国介绍说，白石湖原本是一个贫困落
后的山区乡村，后来围绕草莓主题进
行社区营造，引进草莓新品种，透过温
室大棚种植，提供游客采果观光、农事
体验、亲子互动等服务。如今白石湖草
莓村在台湾小有名气，从事草莓观光
采摘的农场有 20 多家，每年能给社区
带来数千万元的收入。

深加工：小草莓支起大产业

“一颗草莓，挂在枝头可以提供
观光采摘，顾客摘了没有买回去的可
以制成罐头、入菜、做果酱或者做糕
点，而一瓶草莓酒可以卖到 300 元甚
至上千元。”林家民是白石湖的草莓
达 人 ，原 本 拥 有 一 个 草 莓 观 光 园 的
他，2010 年又开了一家餐厅，进行草
莓深加工。

一边是源源不断的游客，一边是

季节性强的草莓鲜果，如何解决这一
供需矛盾，通过摸索，当地村民给出的
答案是：通过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
把小草莓做成大产业。

“一到周末餐厅就会爆满，平均每
天超过 1000 人次，按人均消费 300 元
算，扣除成本后，每天的营收至少有 10
万块。”林家民尝到了草莓深加工的甜
头。他告诉记者，原来一分地的草莓园
充其量可以卖 10 多万元的草莓，现在
引入餐饮，通过深加工开发出几十种
产品，如草莓罐头、草莓 Q 面、草莓醋、
草莓果酱等产品，加工后的草莓价值
每公斤可比鲜果提升 10 倍，大大提高
了经济效益。

除了“农舍田园餐厅”，以草莓为
主题的餐厅、甜品店和文创商店，白石
湖还有十余家。在社区发展协会及农
会的辅导下，各家业者开发出丰富多
样的草莓系列产品，像“莓圃庭园咖
啡”的美莓缤纷薄饼、“白石森活餐厅”
的草莓养生餐等，村民纷纷在深加工
上做文章，吸引来人潮也带来钱潮。

随着精致化农业理念的兴起，白
石湖顺势推出草莓季，每年系列活动
不断，包括“百名莓农赛草莓比赛”、

“草莓爱心义拍”、“快乐草莓家庭日”
亲子游、草莓古道登山活动等，吸引了
众多游客参与。草莓季活动进一步打
响了白石湖草莓村的知名度，也为大
草莓产业注入了活力。

本报记者 刘深魁 文/图

小草莓里玩转大乾坤
——台湾农村社区产业活化的“白石湖样本”

台湾观察

本报记者专栏

农村社区营造，通常是居民自发的
行动，依托于村落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做
出适当规划，再加以建设。它强调乡村资
源整合，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和志工等力
量，活化特色产业，发展地方经济。

有着多年社区营造经验的魏芳国
告诉记者，乡村社区营造不外乎是整

合“人、文、地、景、产”五方面。在魏芳
国眼里，“产”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也
就是把资源活化、产业做大，培育壮大
地方特色产业。以白石湖社区为例，首
先是盘点和整合当地的产业资源，确
定从草莓入手做文章，以做大做优草
莓产业为目标。其次是与农会、科研机

构合作，不断引进优良的草莓新品种，
培育富农特色产业。再次是编制“观光
采摘型休闲农业计划”，逐渐发展成完
备的观光旅游休闲农业，最终做大了
产业，富了百姓。

目前，大陆的新农村建设正在积
极探索和推进，各地不妨从自身实际
出发，因地制宜，盘活本地资源，培育、
壮大富农特色产业，增强乡村自身的

“造血功能”，让农民在致富路上走得
更加欢快。 本报记者 刘深魁

做大产业 造福农民

28日，台湾新北市劳工局举办“校园餐饮
交流赛”暨高职果雕手比赛，共有9所职业学
校派出料理兼蔬菜水果雕刻好手组队参加。
主办方希望让果雕艺术结合料理的创意与技
能带进校园，让学生从竞赛中获得更多技能
上的提升，激发更多创意，增强学生在职场的
竞争能力。 新华社发

蔬菜与水果的雕刻比赛

一名参赛学生在南瓜上雕刻花朵一名参赛学生在南瓜上雕刻花朵。。

参赛作品参赛作品““鱼跃龙门鱼跃龙门”。”。

本报讯 （记者 张辉 通讯员 陈小环） 28
日，第一届台商发展论坛在漳州台商投资区举行。
本届论坛以“台商投资与两岸经济融合”为主题。
来自中国社科院、闽南师范大学、台湾经济研究
院、台湾综合研究院等两岸 60 多位专家学者，以
及 40 余位台商共聚一堂，围绕“台商投资现况与
台资企业转型升级”、“台商投资与两岸产业深度
对接”、“‘一带一路’与两岸自由贸易园区合作发
展”议题进行交流探讨。

与会专家提出，在两岸经济合作步入新的历
史机遇期时，希望广大台商能积极适应大陆经济
发展新常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充
分发挥台湾在先进制造业等方面的产业优势，对
接大陆重点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创新投资
经营理念和方式，在深度融入大陆经济发展中，实
现自身企业的二次创业和转型升级。

两岸专家业者聚漳州

探讨台商投资与两岸经济融合

本报讯（记者 何金 通讯员 刘扬宇） 28 日，
省档案馆、华侨大学、泉州市档案馆联合举办的“百
年跨国两地书——福建侨批档案展暨抗战侨批珍
品实物展”在华侨大学陈嘉庚纪念堂大厅举行。

展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百年跨国两地
书——福建侨批档案展”，由“侨批产生”、“侨批
运营”、“侨批价值”、“珍贵记忆”四部分组成，展
示了福建海外侨胞的团结互助、造福侨乡、思亲孝
悌的历史。第二部分为抗战侨批珍品实物展，展出
近 50 封以抗战为主题的侨批实物，所展侨批成文
时间从 1915 年到 1946 年，涉及人物多为海内外闽
南人，内容翔实、细节精彩，弥足珍贵，是记载华侨
积极参与抗日、饱受战争苦难的珍贵史料。

泉州市举办抗战侨批珍品展

本报讯 （记者 储白珊 实习
生 纪玉屏） 记 者 昨 日 从 省 旅 游 局
获 悉 ，首 艘 执 行 两 岸 海 上 定 期 航 线
的 台 籍 高 速 客 滚 轮 ——“ 丽 娜 轮 ”，
自 去 年 5 月 27 日 开 航 以 来 ，共 运 营

206 个 航 班 ，运 送 旅 客 突 破 5 万 人 次 ，
达 6.03 万 人 次 ，其 中 台 胞 比 例 占 近
30% 。截 至 目 前 ，“ 海 峡 号 ”和“ 丽 娜
轮 ”共 运 营 1284 个 航 班 ，运 送 旅 客 约
36 万人次。

“丽娜轮”开航一年载客破5万人次

中新网 5 月 28 日消息 台 湾 逾
10 所大学传出拟调涨学杂费，台大校
长 杨 泮 池 27 日 表 示 ，学 校 正 努 力 开
源节流，等到弱势照顾更完善或岛内
经济向好时再来谈调涨学杂费，今年
暂不跟进。

台“教育部”依物价指数、可支配所
得、薪资成长等指标，算出今年 8 月新
学年大学学杂费可以上调 1.89 个百分
点，前一学年未调整的最高可上调 2.5
个百分点，提出完善助学计划、支用计
划者可上调 3.5 个百分点，最近一次校
务评鉴、系所评鉴全数通过者可上调 5
个百分点。想调涨的学校，必须在 5 月

29 日前提出申请。
包括政大、长庚、台科大、实践、大

叶、淡江、远东科大、昆山科大等十多所
大学都传出拟调涨学杂费。台湾大学校
长杨泮池 27 日表示，台大今年暂不跟
进调涨。

杨泮池表示，学杂费调涨应该要看
社会富裕的情况，今年暂时不会跟进。
现阶段台大会先努力开源节流，自己先
帮助学生，等到真的没办法或台湾经济
向好时，才会谈调涨。杨泮池也表示，目
前台大积极争取校外资源，来帮助弱势
学生，将来即使调涨学杂费，也会照顾
到弱势学生。

台湾逾10所大学拟涨学杂费
台大今年暂不跟进

27日，来自台湾、香港和
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300多
位邹氏文宗亲，在泰宁纪念邹
应龙诞辰843周年。

邹应龙生于南宋孝宗乾
道八年（1172年）。24岁的邹
应龙州试得中解元（举人第一
名），次年更以《谅阴不亲策》
钦点状元及第。从泰宁走出去
的邹应龙是一代名臣，入朝为
官42载，邹应龙清正廉洁，忧
国忧民，兴利除弊，举贤任能，
为世人传颂。

通讯员 黄自棋 吴立珠 摄

本报讯 （黄水成 曾志煌） 近
日，平和县九峰镇举行庆谢安王公寿
诞民俗庆典活动，来自海峡两岸的宗
亲 及 台 企 代 表 共 同 参 加 了 相 关 联 谊
活动。

据悉，平和九峰镇的永隆庙供奉
的主神是东晋著名政治家——谢安，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战例“淝
水之战”就是在其主导下获胜。目前，

在海峡两岸谢安王公信众众多，在台
湾 岛 内 有 100 多 座 祭 祀 谢 安 王 公 庙
宇 。今 年 庆 典 活 动 期 间 ，台 湾 各 地 20
多位宗亲组团回乡参加活动，并进行
商贸考察与文化交流。

九峰镇每年通过举行“谢安王公
寿 诞 庆 典 ”和“ 海 峡 两 岸 谢 安 王 公 民
俗 文 化 节 ”等 活 动 ，有 效 增 强 了 两 岸
同宗同族的认同感。

两岸宗亲共庆谢安王公寿诞

记者手记>>>

游客在百合花休闲步道拍照游玩游客在百合花休闲步道拍照游玩。。

“我的家乡在台湾，你的家乡在永
定。从前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
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尽情唱出我们的
歌声，团结起来相亲相爱，因为我们都
是一家人。”日前,台湾知名企业家、艺
术家林富男率领南台湾文化艺术参访
团，到永定参加交流活动。林富男引用
台湾民歌《我们是一家人》，道出了自
己的心声。

林富男出生于台湾高雄市，现为
高雄汉王洲际饭店、垦丁天鹅湖湖畔别
墅饭店总裁，同时他还是台湾艺术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台湾艺术研究院院长
及南台湾观光产业联盟总召集人，活跃
于南台湾观光界，曾接手营运高雄“打
狗英国领事馆”，并使之成为著名景点。

林富男是一名孝子，尽管公务繁

忙，但只要不出差，他总是要陪父母亲
用餐，甚至帮父亲打完营养针后才去上
班。2013 年 2 月 1 日，林富男一大早便
行色匆匆。父亲询问缘由，林富男说，高
雄与永定的一个签约事项等他去商议。
父亲一听，立即挥挥手，让他赶快去。

林家的祖籍地在福建，受父亲影
响，林富男对闽台合作交流事宜十分
热心。林富男认为，永定有闻名于世的
客家土楼，又是客家祖籍地，高雄市也
有不少客家人，如果两地结盟，可以扩
大客家文化的影响力，也有助于提升
高雄的知名度。

谁料，就在商讨高雄与永定合作
事宜之际，林富男的父亲突然辞世，而
临终之时仍不忘两地签约之事。“父亲
生前留给我的最后嘱托，是要我完成

永定与高雄的签约缔盟。”林富男含着
热泪地说。

一个月后，永定县旅游协会与南
台湾观光产业联盟签订了交流合作协
议，开启了永定与南台湾的合作之路。

“我来永定已经很多次，一直都很
喜欢‘永定’所包含的‘永远安定’的意
思。”受林富男的邀请，2014 年 5 月 16
日晚，永定客家土楼艺术团的大型客
家风情歌舞集《土楼神韵》走进高雄
市，在 2000 余名观众面前登台亮相，这
是大陆第一个县级文艺团队走进南台
湾。《土楼神韵》用原汁原味的客家风
貌，展现了中华儿女在困境中坚忍不
拔的意志，以及对生命、家族、土地的
热爱，演出精彩纷呈，博得阵阵掌声。

艺术交流架起了沟通桥梁。2014

年 6 月 16 日，“客家缘·土楼情”两岸客
家民俗风情展演在永定土楼“振成楼”
前登场。林富男应邀率团参加。天公不
作美，展演一开始，天就下起了大雨，
但这丝毫没有浇灭两岸 500 多名客家
乡亲的热情。当高雄城市芭蕾舞团上
场时，骤雨仍未歇，演员们在雨中翩翩
起舞，衣服很快湿透了，而在场的观众
撑着伞观演,以行动支持着两岸客家
文化的互动交流。

多年来，通过林富男的“穿针引
线”，永定与南台湾的交流范围日益扩
大。目前，永定与南台湾签订的合作协
议涵盖了旅游观光、农业、文化、乡镇
对接等方面,双方期待继续促进两地
在更多领域的交流合作。

本报通讯员 刘永良

为了父亲生前的嘱托
——访台湾著名企业家、客家乡亲林富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