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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一家亲 月圆人团圆
两岸同胞在闽共迎中秋佳节，畅叙乡情乡谊

海都讯（记者 柳小玲）
9 月 15 日 晚 ，“ 中 秋 月
鲤台圆”2024 年泉州市
鲤城区台联会中秋恳亲
会举办，与会人员欢聚一
堂，同庆佳节，共叙乡情、
共谋发展、共话未来。

现场，“鲤台青狮少
年班”正式开班，为新狮头
点睛，通过青狮文化的民
俗传承，为闽台交流搭建
全新平台。同时，还举行
文艺演出和中秋博饼活
动，青狮、武术等节目精彩
上演，大家博饼掷骰子，现
场欢声笑语，席间乡情缕

缕、乡音袅袅，满是对故土
的热爱和对家乡的眷念。

鲤城区是台胞的主
要祖籍地，鲤台两地心手
相牵、血脉相连，鲤城台
联会不断创新发展，服务
好台胞台属，办成“台胞
台属之家”，促进鲤台交
流合作、推动两岸融合发
展。“下一步，鲤城将在密
切联系和服务广大台胞
台属，拓展招商引资，帮
扶台胞台属和困难群众
等工作上发挥作用，推进
鲤台交流合作、推动两岸
融合发展。”

“鲤台青狮少年班”开班

中秋节前夕，在福州市台协会组织下，500余位两岸
同胞欢聚一堂，畅叙乡情乡谊，台上二胡独奏、古风舞
蹈、非遗武术展示等传统文化节目接连上演，台下两岸
同胞一起赏月、剥柚、吃饼；在泉州，福建省台联、泉州市
台联、泉州台商投资区联合举办“乡亲相爱一家人”中秋
联谊活动，台胞们围坐在一起，动手制作月饼，然后品团
圆福饼、喝高山茶……连日来，福建各地举办了各式各
样的中秋联谊活动。在举杯共饮的时刻，许多台胞通过
视频电话向在台湾的亲戚朋友送去节日祝福。

在厦门，两岸同胞迎
接中秋节少不了“博饼”
这一项闽台地区特有的
活动。根据厦金两地的
民间传说，这一活动与民
族英雄郑成功密切相关，
最初是为缓解士兵们的

乡愁，至今流传数百年。
2008年，“中秋博饼民俗”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日前，厦门市台商投
资企业协会举办了中秋博
饼联欢晚会，两岸同胞一

起博饼、话家常。搭乘厦
金“小三通”航线从金门来
厦门参加中秋活动的中国
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玉珍
说，她虽然经常来厦门，却
是首次来参加中秋博饼活
动，一来就被现场的热闹

氛围感染了。
“中秋是我们中国人

讲究团圆的日子，这样的
活动让大家聚在一起享受
团圆的温馨，也希望通过
大家的努力让两岸真正团
圆。”陈玉珍说。

海峡生明月，闽台共此
时。中秋期间，卢昕橙、洪超
雄等 10 多位台胞与晋江市
金井镇围头村的乡亲们欢聚
围头村，共庆中秋佳节。

DIY 月饼、博饼……今
年，围头村的中秋节充满了
浓浓的海峡味，既有传统的
民俗，又有台湾特有的风情，
这让洪超雄、卢昕橙都不约
而同地感受到了两岸融合的
味道。

“这是我第一次在围头
村过中秋，我们与这里的乡
亲说同样的语言，一起赏月、
吃月饼、烤肉，就像一家人一
样。未来，我们也将一起扮
靓围头，将它打造成‘两岸文
旅新品牌’。”卢昕橙说。

围头村是大陆距离大金
门岛最近的地方，被誉为“海
峡第一村”，目前共有 148对
两岸夫妻。瞄准围头村入选
2024 年闽台乡建乡创合作
样板村的契机，卢昕橙跨海
而来参与建设，计划打造一
间“红娘客栈”，为围头村文
旅产业发展添砖加瓦。

与卢昕橙一样，洪超雄
也是围头村乡建乡创项目的
参与者。“我的祖籍地就在围
头，去年跟随团队一起进驻
围头，负责产业振兴项目。”
洪超雄计划挖掘鲍鱼等围头
特色产业，通过提升产品附
加值，助力村民增产增收。
同时，他还在打造充满金门、
围头特色的伴手礼店铺，希
望让更多民众了解“围头新
娘”的故事，从而走进围头、
爱上围头。

随着闽台乡建乡创合作
模式的推广，广袤的乡村已
成为台胞创业发展的热土。

“为了鼓励两岸青年参与围
头乡建乡创，我们专门将围
头古街打造成‘围头新娘一
条街’，并给予台胞 3年的免
租政策，今年已经有 10 位

‘围头新娘’认领了古街上的
10间店面。相信，在未来的
日子里，会有更多的台胞‘回
家’，与我们携手共绘两岸乡
村融合发展的新篇章。”围头
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洪
水平说。

12 日 晚 ，“ 福 满 中 秋
夜 两岸一家亲”——2024
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
现场，当 500 架无人机在福
州琅岐岛海峡青年交流营地
夜空中呈现“天涯共此时”

“两岸一家亲”等字样时，现
场一片欢呼。

“吃麻糬喽，正宗的台湾
麻糬……”活动现场，一位“光
头”老板引人注目。他叫林发
伟，来自台湾，因为自己颇具
识别度的光头造型，他的麻糬
也被亲切地称呼为“光头麻
糬”。“在台湾，每当过节，一定
要吃麻糬。”林发伟说，麻糬黏
黏糯糯的口感，有一个很好的
寓意，就是“黏财”。

在“光头麻糬”的斜对

面，马祖酒厂摆出了马祖高
粱酒，一块写着“福州老字
号”的牌匾引人注目。“最近，
我们刚刚获批‘福州老字
号’。”马祖酒厂营业组长郑
丰议说，这次成为“福州老字
号”，是对马祖酒厂的认可，
更是一种传承，希望趁着中
秋佳节的好日子，两岸同胞
把酒言欢，和和美美、团团圆
圆。

14日晚，平潭紫沙湾营
地。迎着习习海风，一场台
胞中秋联谊活动正在举办，
46名台胞从各地而来会聚，
在一轮明月下共赴一场“中
秋之约”。现场，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活动纷纷登场，让两
岸同胞玩得不亦乐乎。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
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
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
来。”16日晚，在2024海峡
两岸（漳州）中秋晚会上，
随着钢琴声起，“台湾民谣
之父”——年逾古稀的胡
德夫现场唱起《回乡偶
书》，唱出了两岸游子的共
同乡愁。

胡德夫 1950 年生于

台湾台东县，上世纪 70年
代与杨弦、李双泽发起了
民歌运动，被誉为“台湾民
谣之父”。这几日，胡德夫
逛漳州古城、尝漳州小吃、
游闽南水乡、听漳州歌仔
戏等，虽然第一次在漳州
过中秋节，但他感受到了
浓浓的“家乡味”。“两岸一
家亲，我们要常来常往，常
相见。”胡德夫说。

中秋联谊话团圆泉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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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头新娘展示文创产品（福建日报/图）

青狮、武术等节目精彩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