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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下午，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
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贝宁
总统塔隆举行会谈。两国
元首宣布，中贝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
中贝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两
国务实合作扎实推进，双方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相
互支持，在多边场合保持良
好沟通协调，两国人民友谊
日益深入人心。中方高度
重视发展中贝关系，愿同贝

方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各
领域友好互利合作，推动中
贝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深刻阐述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强
调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
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关键在
于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
发，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方支持贝宁独立自主探
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
路，早日实现“贝宁崛起”愿
景，愿同贝方加强治国理政
经验交流，分享改革发展经
验，坚定相互支持，实现共
同发展振兴。中方鼓励中

国企业赴贝宁投资合作，欢
迎贝方充分利用全球服务
贸易峰会、中非经贸博览会
等大型展会，推动更多特色
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中方愿同贝方密切人文交
流，加强教育培训、医疗卫
生等领域合作，继续支持共
建鲁班工坊。双方还要加
强反恐安全合作，密切国际
事务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
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
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
发展。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我
提出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
念 10 周年。10 年来，中国

对非洲朋友始终以诚相待，
真心实意为非洲发展提供
支持，中非合作已经成为南
南合作和国际对非合作的
典范。中方支持非洲成为
世界政治、经济、文明发展
的重要一极，愿以自身新发
展为非方提供新机遇，同包
括贝宁在内的非洲兄弟一
道，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成
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全球发展倡议同非盟
《2063年议程》及非洲各国
发展战略深度对接，支持非
洲实现经济复苏和可持续
发展，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
命运共同体。

塔隆表示，中国是贝宁
伟大的朋友，两国人民有着
深厚真挚情谊。贝中两国
高质量合作互利共赢，将有
力促进贝宁工业化进程，助
力贝宁更好实现国家发
展。民主不应只有一种模
式，真正的民主应该造福全
体人民。在这方面，中国为
其他国家树立了良好榜
样。贝宁从中国的治国理
政经验中获益良多，愿同中
国建设真正的战略伙伴关
系，深化两国各领域互利合
作，像中国一样实现国家发
展繁荣。贝方坚定奉行一
个中国政策，支持习近平主

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
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
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协
作，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
见证签署深化共建“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数字经济、
农业食品、卫生健康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贝宁共和国关于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
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塔隆
举行欢迎仪式。

中贝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同贝宁总统塔隆会谈，推动中贝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海都讯（据福建日报）
近日，“东瀛惨案”100周年
中国受害者悼念活动在福
清举行。“1923关东大地震
被屠杀华工追悼执行委员
会友好访华团”团长林伯耀
率领日本友好人士及国内
相关学者到福清与当地学

术界、文化界、旅日侨界代
表参加活动。

今年是“东瀛惨案”发生
100周年。在 100年前的惨
案中，近 800名在日中国人
和 6000多名在日朝鲜人惨
死于日本军警和军国主义暴
徒制造的血腥屠杀。1924

年，日本当局曾出台赔偿方
案，但至今仍未能兑现，关东
大地震时日本对中国人进行
屠杀的事实也被历届日本政
府掩盖。100年后的今天，日
本社会对这段惨案的记忆正
在淡化，日本政府在历史问
题上的立场出现倒退，一些

人甚至公然歪曲否认历史。
林伯耀表示，历史不容

忘却，悲剧不能重演，要追求
历史的真相，安慰受害者的
冤魂。为了讨还公道，自
2013年起，中日两国的热心
人士开始奔波寻找被害华工
遗属。“1923关东大地震被屠

杀华工追悼执行委员会”是
由日本各界和平友好人士组
成的民间组织，定期举行悼
念活动，致力还原历史真相，
提出希望日本政府向遇难者
及其后裔谢罪赔偿、为逝者
建立纪念碑、将这段往事写
入教科书等要求。

在福清期间，访问团还
赴福清市东瀚镇东庄村为
受害华工扫墓，并访问受害
华工遗属，对“东瀛惨案”中
受害华工家庭情况开展调
查。目前，在福清及浙江温
州、丽水等地，已有近 300
名亡者后裔被找到。

“东瀛惨案”100周年中国受害者悼念活动举行

首家且唯一一家摘星
米其林的闽菜餐厅，黑珍珠
二 钻 餐 厅 ，闽 菜“ 天 花
板”……这些都是宴遇餐饮
主理人吴嵘带领“遇外滩”
团队闯荡上海滩取得的不
俗战绩。

吴嵘的愿景就是让闽
菜走出福建，受到更多人的
青睐。最理想的选址在上
海，“在这里，不同美食都能

找到生存空间。”
上海的闽菜餐厅屈指

可数。吴嵘将知名度较高
的沙茶面、海蛎煎、土笋
冻、炸五香等特色美食作
为切入点，再加入福建的
其他菜肴。

福建山海之间可入馔
的优质食材、可挖掘的做法
众多。“遇外滩”在保持闽菜
特色的同时，进行大胆创

新，既用福建的烹饪手法，
制作全国乃至国外的优质
食材，也用国外先进的烹饪
理念，结合福建食材进行创
作。

创新，同样是从事酒店
业 37年的悦华酒店总经理
林桂明在菜品研发中一直
追求的。

林桂明将对闽菜的发
展和感悟总结为：融山海，

擅治汤，茶入筵。
融山海，八闽山海兼

备、物产丰饶，闽菜的发
展要立足于丰富的食材原
料。擅治汤，闽菜两个代
表 菜 佛 跳 墙 、鸡 汤 氽 海
蚌，都离不开汤。汤是闽
菜的灵魂。茶入筵，六大
茶类福建就占了四类，茶
配菜和茶入菜、佐菜值得
研究。

新闽菜如何抢 破圈
闽菜从业者、闽菜推广大V等各领域代表来支招

闽菜，融山海之色，集山海风味。8月28日，新闽菜推广暨福满金秋·八
闽美食嘉年华举行启动仪式，敢为天下“鲜”的新闽菜推广正式启航。

如何进一步扩大新闽菜影响，提升新闽菜形象，促进新闽菜消费，把新
闽菜产业打造成优势特色富民产业？行业主管部门、闽菜从业者、闽菜推广
大V等各领域代表深度交流探讨，共同助力新闽菜走向全国，香飘全球。

在“互联网+”时代，
闽菜从业者也开始思考
如何借助互联网东风，开
辟闽菜网络“出圈”新路
径。

年近七旬的管爷在
屏幕前绘声绘色地讲解
着闽菜的制作，许多粉丝
跟着学做。

管 爷 本 名 林 湧 。
2020年，他在徒弟的建议
下，秉着“宣传闽菜”的初
心，踏上了短视频之旅。

“最开始拍摄，是较
为 精 细 传 统 地 还 原 闽
菜。后续根据观众反馈，
我们开始简化步骤，让大
家能在家里做好闽菜。
现在我们还融入了省内
各地的民俗民风。”管爷
说。

在不断地创新改进
中，管爷收获了大量粉
丝，成为宣传闽菜的重要

短视频博主之一。
“上青杰哥”吴杰，同

样拥有大量粉丝。“上青”
二字取自闽南语“最新
鲜”的意思。吴杰坚持只
有最新鲜的野生海鲜食
材，才能烹制出最美味的
海鲜料理。他经常在视
频中科普福建各式各样
的海产品，吸引不少观众
慕名来一饱“口福”。

面对餐饮市场愈发
激烈的竞争，省商务厅
提出，将通过展示闽菜
新面貌、拓展闽菜新市
场、激发企业新活力、推
动预制菜新突破、树立小
吃新标杆、培育闽菜新人
才、构建闽菜新生态、提
升闽菜新保障等多方面
举措，力争到 2025 年，全
省餐饮业收入超过 3000
亿元，比 2022年增长 50%
以上。

2000年，方志忠带着家
人来到新加坡，因想念家乡
菜，却找不到正宗口味，索
性开了一家莆田菜餐馆，命
名为“莆田”。

创业初期的方志忠，只
是单纯地想让海外同胞能
够品尝到家乡味，也让外国
友人感受到闽菜的魅力。

尽管头几年生意惨淡，
方志忠仍始终坚持福建本
土食材供应。头水紫菜、哆

头蛏、兴化米粉……他需要
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将食
材带到新加坡。

这份匠心，让餐厅越做
越大，连续斩获“米其林一星”

“新加坡金字品牌奖”，被誉为
“新加坡中餐第一品牌”。如
今，方志忠带着“莆田”餐厅回
国，门店总数已达100家。

尽管市场百花齐放，方
志忠对餐饮创业者给出的
建议是：“只要你把家乡的

菜能够专注地做下去，就会
得到市场的尊重。”

地道食材是闽菜能够
传播更广的关键之一。从

“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闽
菜产业链如何延伸？

高端半野生大黄鱼品
牌“闽东壹鱼”创始人陈黄
鱼，给出了示范。他以仿野
生环境的铜网养殖替代传
统的养殖技术，让人工养殖
的大黄鱼无限接近野生风

味，卖出高价。此外，他还
和各大餐厅知名主厨联合
发布“黄鱼宴”，让更多食客
得以品尝黄鱼。

永春白番鸭养殖协会会
长巫金春介绍，他们不仅通
过纪录片宣传，让更多人了
解永春白番鸭，还通过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真正让农户共享创业成果和
品牌价值。如今，永春白番
鸭畅销全国近20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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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菜“天花板”：特色美食切入，大胆创新烹饪手法

“新加坡中餐第一品牌”：坚持福建本土食材供应

“出圈”新路径：
触网新尝试，短视频博主走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