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第二屆慶齡論壇——兩岸女校

長對話會」昨日在北京宋慶齡故

居舉行，多位台灣中小學校長接

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表示，兩岸

教育交流不能也不會停止；兩岸

教育界要互相取長補短，共同培

養出具有競爭力的下一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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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明 天津報道）
為期四天的第七屆天津台灣名品博覽會
（「台博會」）昨日在天津梅江會展中心
落幕，800多家台灣企業、4萬餘種產品參
展。據組委會初步統計，參觀採購人數超
過35萬，成交額繼續保持內地「台博會」
銷量冠軍地位。據報道，天津市目前批准
設立的台資企業超過2,300家，投資總額
達164億美元。諸多跡象表明，天津自貿
區正在成為台企投資的新熱土。

津「台博會」成「冠軍市場」
「台博會」自2009年首次「登陸」後，
已在中國內地各個城市累計舉辦了45場，
成為兩岸經貿交流、增進兩岸同胞福祉的
重要平台。在本屆天津「台博會」會上，
主辦單位之一、台灣貿易中心董事長梁國
新先生說：「天津是『台博會』的福地。
在大陸舉辦的所有『台博會』中，天津歷
年來都是成效最佳的場次，屢屢創下其他
地區難以超越的『天津標杆』、『冠軍市
場』，前六屆累計採購額超過247億元
（人民幣），參觀採購人數超過264萬人
次。天津已成為台灣商品大陸外銷的主要
市場。」
台灣貿易中心行銷處處長陳英顯表示，

此次是台灣精品第7次進入天津，天津民
眾對台灣精品的認知程度已經非常高。台

灣貿易中心將以「台灣出品，質量保證」的良好形象，
以最實在的經貿交流為兩岸搭建出一個雙贏的商務平
台。

兩地貿易逆勢上揚
天津市台辦主任周克麗女士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借助

「台洽會」、「台博會」平台，近年來津台經濟合作成
果豐碩，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台資入津加快，四年來
台資總投資額37.3億美元，同比增長103.2%；二是產業
結構趨優，第三產業項目佔80%以上；三是合作層次提
升；四是兩地貿易便利，四年來津台貿易總額達93億美
元，在國際貿易放緩的大趨勢下，逆勢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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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教育交流不能停
盼共同培養出具有競爭力下一代人才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小學校長王慧珠
表示，兩岸同文同種，有共同的

血緣和文化，兩岸教育交流對雙方都有
利，應該持續推動，不能因台灣政局變
化而停止。
王慧珠還說，希望兩岸教育界互相學
習，共同培養出更具有世界競爭力的下
一代人才。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聘任督學、新北市
立中山初中原校長曾菲菲認為，無論台
灣政局如何變化，都無法割裂兩岸人民
的情感；兩岸教育界應該多交流，互相
取長補短。

倡中小學教師到對岸遊學
曾多次到大陸參訪的曾菲菲舉例說，

台灣中小學的家長協會和志工制度可供
大陸借鑒，大陸一些學校的體驗式課程
值得台灣參考。她建議兩岸中小學教師
到對岸遊學，增加直觀認識。
新竹縣中興小學校長葉若蘭對兩岸教

育交流前景表示樂觀。她說，教育不同
於政治，都是為了孩子；相信未來兩岸
教育交流會持續熱絡，不會因政治因素
影響而停止。
當天的對話會由中國宋慶齡基金會舉

辦，近30位兩岸中小學女校長圍繞
「女校長的家庭和事業」、「女性領導
者的工作藝術與風格」、「如何將傳統
文化教育融於學校文化」等議題進行交
流。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成立已有30餘

年，長期致力於推動兩岸文化交流等

工作。該基金會副主席唐聞生昨日表
示，兩岸教育工作者都在培養中華民
族未來的主人翁，也是在締造民族的
未來；宋基會願為兩岸教育工作者搭
建交流平台，希望兩岸校長共同切
磋、共同發展，為中華民族培養下一
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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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士林區天母小學校長王慧珠（中）在對話會上致辭。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台灣「行政
院海岸巡防署」昨天表示，「碧海專案」勤務原定
6日啟航，但受颱風影響，改為10日下午4時由
「偉星艦」執行南海巡弋任務，落實相關巡防作
業。
「海巡署」指出，100噸級的巡防艇在去年底派
駐南沙太平島時，因該海域常常因西南氣流旺盛產
生湧浪，導致船體撞擊碼頭產生損傷，故先將100
噸巡防艇撤回台灣，但也同步機動增加「碧海專
案」的巡護航次、期程，並與「國防部」派遣的艦
艇交叉配合，確保巡防期間不會產生空窗期。
據了解，「偉星艦」的排水量為1,823噸，配備
20毫米機砲一門，T-75機槍三挺。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颱風「尼伯
特」重創台東，中國國民黨秘書長莫天虎昨天前往
台東縣鹿野鄉龍田村探視路樹倒塌情形，希望大家
一起努力協助重建，讓鄉民盡速回復原來的生活環
境。
莫天虎當天代表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前往台東勘

災，上午於台東縣議會前發送災民物資，隨後了解
災區最新情形，並至太麻里鄉香蘭村探視災民。
莫天虎下午轉往遭颱風侵襲、受創嚴重的國民黨

台東縣黨部，向黨部人員及志工致意，感謝他們的
辛勞。莫天虎隨後至台東縣鹿野鄉公所，拜訪鄉長
李國強，了解鹿野鄉災情。

颱風重創台東
國民黨現場察災情

台遣千噸級艦艇巡防太平島

■「偉星艦」昨日啟航往太平島。 中央社

■台灣美食展台上，來自台灣各地的食品
廠商忙得不亦樂乎。 記者達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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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石獅市
永寧鎮官聘

村的「楊家大樓」是最有代表性
的「番仔樓」，由楊邦梭兄弟上
世紀20年代建造。
「楊家大樓」的建築風格中西

結合，佈局實為地地道道的閩南
古大厝，是標準的「七間張、十
櫸頭式兩落大厝」款樣。現在大
樓的各種浮雕大體依舊完好，兩
層半高的「六也亭」主樓，建築

別致，遠近聞名。當地人把這
座宅院稱為「九十九間」，
但實際房間達170多間。

屋主南洋打拚
民國初期，閩粵大批遊

子背井離鄉「下南洋」。「楊家
大樓」的建造者楊邦梭兄弟於
1910 年前後到菲律賓謀生。起
初，他們從碼頭裝卸工做起，後
來經營煙草、捲煙業等生意，成
為菲律賓當時的「十大富豪家
族」之一。
數十年的發展歷程，楊氏家族

也遭遇不少挫折。二戰期間，日
軍侵佔菲律賓，楊家煙廠被強
佔，後又遭炸毀。日本投降後，
楊氏兄弟發奮努力，重新恢復了

元氣。
楊氏兄弟在事業有成後衣錦榮

歸，在家鄉興建「楊家大樓」，
捐助教育事業。儘管經歷80多年
歲月的磨損，「楊家大樓」仍被
譽為泉州地區規模最大的華僑民
居之一。

專家稱可申遺
以「楊家大樓」為代表的福建

「番仔樓」，背後就是一個個出
外打拚的故事。不但具有特殊的
歷史文化價值，還是海外華僑的
根。有專家認為，如果能夠通過
政府和民間的共同努力，把保護
「番仔樓」作為一個項目，可申
請成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讓
後代更好保留這筆財富。

近日，江西廬山風景區內
一幢歐式老別墅改造現場發
現了一批青色漢陽瓦。根據
老別墅建於1931年之前推
算，這批青色漢陽瓦至少有
85年的歷史。其中，一塊青
瓦長 39cm、寬 24cm、厚
2cm，正中印有「漢陽富源
機器磚瓦廠」中英文對照的凸形字。
據悉，「漢陽造」是對19世紀90年代以來漢陽工業基地製
造產品的形象概括。漢陽瓦的產生源於張之洞（清代洋務派
代表人物之一）在湖北武漢興辦實業，在漢陽鐵廠內成立了
武漢第一個機製磚瓦廠。爾後，漢陽阜成、富源、恒泰等機
製磚瓦廠相繼開辦，因產品質地優良，被時人稱之為「漢陽
瓦」。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

江西別墅現近百年漢陽瓦

昨日，2016中國昆明泛亞
石博覽會開展，福建參展商
羅明慈帶來的一桌奇石「佳
餚」，令觀展者嘖嘖稱奇。
記者現場看到，由奇石雕

琢的55道「菜餚」擺滿整整
一大桌，「葷」「素」搭
配、「雞」「鴨」俱全、
「山珍」「海味」相映成
趣。羅慈明告訴記者，其收
集的「菜餚」共80餘道，此次僅帶來55道參展，全由壽山石雕
琢而成。收集石料、設計、雕琢歷時數年，全套價值在數十萬
元人民幣以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雲南昆明報道

昆明展奇石「佳餚」價值不菲

黑龍江哈爾濱市中央大街日前舉行以「文明出行，綠色旅
遊」為主題的夜光花車巡遊活動，巡遊隊伍由900餘名哈爾濱
永泰世界主題樂園的專業演員以及巡遊義工組成，旨在倡導公
眾在出行中做到文明禮讓、低碳環保。圖為夜光遊行隊伍在中
央大街巡遊。 ■新華社

夜 光 巡 遊

江蘇蟲宴風靡 捕知了猴月入萬元
在黃梅雨季，知了猴（金蟬）正成為江
蘇南京多家土菜館裡的一道另類野味。一
串4隻8元（人民幣，下同，約合港幣9.3
元）的價格，讓愛吃的人不禁多食數串。
而知了猴美餐的上市季，卻成就了不少人
的財富夢，有人每天傍晚7點到晚上9點
出動，辛勞一月能有萬元進賬。
城南一家土菜館的趙經理說，「每天

都有人會點蟲宴，除了蠶蛹外，這個季
節最時髦的野味莫過於知了猴了。」
記者調查發現，知了猴作為當季蟲宴

的主食，已成了不少蘇北等土菜館的招
牌菜。一家餐館的服務人員說，知了猴

有很多種吃法，最常見的是乾煸，即油
炸後將油稍微濾掉，讓知了猴有其本來
的味道和口感。而另一種就是烤知了
猴，將知了猴放在炭火上烤熟，像肉串
一樣，略帶土腥味。

樹下蹲守 夜裡「淘金」
一餐飲人士表示，現在都市人很喜歡

綠色環保的菜餚，而知了猴主要是野
生。知了猴蛋白質極高，是一些人眼中
的天然補品。此外，還有人求新奇，也
成就了蟲宴的風靡。
「身邊不少朋友都兼職找知了猴，不

少人忙活1個月能賺萬元，這成為他們
的主要動力。」來自徐州的郝先生介紹
說，一到晚上村裡就有人到楊柳樹旁，
打着電筒在樹下尋找知了猴的蹤跡。據
介紹，由於近期知了猴品質高、需求量
大，500克約110隻的知了猴收購價已
在40元，每天都有人定點在田間地頭
收購，而通過網點銷售的450克左右知
了猴價格在60-70元。如果一家三口利
用晚飯後的兩個小時進行「尋寶」，辛
苦2小時左右能賺到300多元，一個月
能有萬元斬獲，不比城裡的白領月收入
低。 ■《南京晨報》

閩「番仔樓」
見證華僑奮鬥史

福建是著名僑鄉，有許多華僑返鄉興建的「番仔樓」

（閩南一帶對洋樓的稱呼）。據不完全統計，整個福建

泉州地區的「番仔樓」古大厝有數千座之多。這些建築

不僅展示閩南傳統民居的精華，以及中西合璧的特色，

還見證了華僑漂洋過海的奮鬥史。 ■中通社

■當地人把這座宅院稱為「九十九間」。
中通社

■奇石「鹵豬蹄」形色俱全。
記者丁樹勇 攝

■知了猴宴在南京受追捧。
網上圖片

■改造前的老別墅頂端碼滿漢
陽瓦。 網上圖片

■「楊家大樓」是最有
代表性的「番仔樓」。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