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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合作迎未來 滬台「兩岸一家親」

陸發展機遇 續率先分享予台胞
逾600台企參展「津台會暨台博會」劉結一作開幕致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泉州報道）
澎湖縣長賴峰偉於3日登陸福建泉州，開啟四
天三夜「泉澎媽祖會香之旅」，並表示，「最
快明年上半年能夠恢復泉州晉江機場和澎湖的
空中直航，福建方面高層也積極表態支持。」
賴峰偉於昨日早晨在泉州天后宮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專訪時，似意有所指地表示，兩岸之間
「不好的事情化之無形，好的事情繼續提升。」

冀澎湖有「小三通」
2002年，賴峰偉曾實現澎湖和泉州首次宗

教直航「破冰之旅」。時隔12年後的昨日，
賴峰偉表示，80%澎湖民眾祖籍泉州，在習近
平總書記關於兩岸「應通盡通」倡議下，澎湖
應早日與泉州實現空中直航，從包機直航開
始，逐步過渡到定時定點直航，繼泉州向金門
供水後再續兩岸交流佳話。
賴峰偉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若福建與澎湖

開通「小三通」，定能密切福建與澎湖往來，帶
動兩地民眾往來之外的農漁產品和文旅交流。

泉州澎湖空中直航
明年上半年或恢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
以「創新、合作、未來」為主題的「2019
上海－台北城市論壇」昨日在滬舉行，上
海市市長應勇、台北市市長柯文哲出席論
壇開幕式並分別致辭。今年恰逢論壇舉辦
的第十年。

滬續推台胞同等待遇
應勇在致辭中指出，上海將始終秉持
「兩岸一家親」的理念，逐步為台灣同胞
在上海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上
海市民同等待遇。繼續支持台企參加中國
國際進口博覽會，支持台商來滬投資興

業，設立總部、金融機構、營運中心等，
共享上海發展機遇。繼續支持台灣青年來
滬創新、創業、就業，與上海青年一起實
現美好的人生發展。繼續推動滬台加強文
化、體育、衛生、科技等領域合作，更好
地造福兩地民眾。

柯文哲挺台青赴陸創業
在論壇上，應勇和柯文哲簽署了三項交

流合作備忘錄，分別為《上海市與台北市
智慧城市交流合作備忘錄》、《上海青浦
區與台北市萬華區交流合作備忘錄》和
《上海台北電子競技運動交流合作備忘

錄》。此前，兩市簽署的交流合作備忘錄
已達33項。柯文哲介紹，對應勇市長介紹
的正在推動的長三角一體化戰略很感興
趣，希望將來有更多機會來長三角看看。
他也請上海方面能夠及時向台北介紹長三
角區域經濟發展的最新進展。此外，對於
今次訪滬的心得，他也表示回到台北後要
組織列一個清單，一項一項地對照，將來
還會派代表團專門來滬深入學習。「只要
有利於增進人民福祉，有利於推動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的事情，身為台北市長會盡最
大努力持續支持。」
另外，昨日上午，在上海（金山）海峽

兩岸青年創業基地一間會議室，參加完論
壇開幕式的柯文哲和台北市代表團與32位
在金山創業的台灣青年舉行了餐敘。在座
談之前，柯文哲還專門到幾家台青創業的
展示區參觀。
對於在大陸發展的台胞，特別是來此創

業的台青，柯文哲表示將盡力給與支持。
他說，這次登陸也將拜訪一些台企，實地
了解台胞在此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
灣鐵路自強號列車3日晚間在嘉義發
生乘客傷人案，26歲的嘉義分駐所警
員李承翰協調補票糾紛時被刺傷失血
過多，連夜搶救後仍於昨日早上不
治。
鐵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嘉義分駐所昨日

表示，涉嫌行兇的為54歲鄭姓男子。
該所並表示，李承翰是嘉義人，從

事鐵路警察工作5年多，工作表現賣
力，經常受表揚，大家對於他的不幸
都感到非常難過。台灣交通主管部門
負責人林佳龍於臉書致哀，表示會檢
討鐵路警察執勤安全作為。

外界質疑警員裝備不足
據初步了解，鄭姓男子拒絕夜間偵

訊，仍未說出持刀擊警的原因。警方
在他身上搜出一長、一短共2把刀。
鄭設籍台南安南區，從事冷氣安裝
業，隨身帶尖刀，曾有躁鬱病史。
針對外界質疑警員裝備是否過於簡

陋？鐵路警察局表示，鐵路警察與一
般警察不同，值班時不需穿防彈衣，
且列車上有其他旅客、空間狹小，警
察無法使用甩棍，甚至是拔槍嚇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報道）

昨日，第十二屆津台投資合作洽談會暨

2019年天津．台灣商品博覽會（下稱「津台

會暨台博會」）在天津開幕，吸引了600餘

家台灣中小企業參展。國台辦主任劉結一

在致辭中表示，大陸將繼續率先與台胞台

企分享發展機遇，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打

造兩岸共同市場。

劉結一並表示，改革開放40年來，祖
國大陸的發展為台胞提供了無限的發

展機遇。他指出，台胞台商積極參與津台
會，體現了他們順勢而上的眼光，以及投
身兩岸經濟合作的抱負。

共逾千展位 台物產出彩
本屆津台會暨台博會為期四天，聚焦兩
岸新經濟、新產業合作，以及創新發展，
分為5個展館，設置了1,200多個展位，展
出產品包括文創、觀光、農特產品、運動
休閒、健康醫療等領域。

其中，今年規劃的台灣縣市主題館為最
大特色，設置新竹、台中、嘉義、苗栗、
馬祖等近150個攤位的專區，展出具有地方
特色的精品，力圖完整呈現台灣豐饒的物
產。

陸聘百餘台灣仲裁員
國台辦主任劉結一表示，近年來，大陸

不斷推出惠台利民措施。今年以來，相繼
舉辦了：台資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座談
會、「台商一起來融入大灣區」、兩岸新舊
動能轉換高峰論壇等多項活動，幫助台胞

台企創造新的發展機遇。此外，為更好保
障台商權益，大陸各地先後聘任了100餘名
台灣的仲裁員，部分已正式承辦仲裁案
件。
劉結一稱，6月以來，中國國民黨前主
席洪秀柱，新黨主席郁慕明等台灣有識
之士先後率團造訪大陸，圍繞兩岸關
係，與大陸各界人士深入交換意見，開
展對話協商，達成了共同反對「台獨」
分裂，攜手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等多
項重要共識。他指出，儘管民進黨當局
不斷製造事端，干擾破壞兩岸關係，但

阻礙不了兩岸經貿往來和人文交流熱度
持續走高。

台商在陸投資增20%
「今年1月至5月，台商投資大陸項目的

金額均比同期增長20%左右；兩岸人員往
來達到400多萬人次，同比增長10%左
右。」劉結一說，兩岸同胞是一家人，加
強兩岸交流，符合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
他透露，今年暑期，大陸將為台灣青年提
供數千個實習崗位，幫助台灣青年在大陸
築夢圓夢。

■■第十二屆津台投資合作第十二屆津台投資合作
洽談會開幕洽談會開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 攝攝

■■台灣縣市主題館嘉義館專台灣縣市主題館嘉義館專
區區。。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 攝攝

■柯文哲出席
滬台論壇。圖
為柯試用台青
的創新產品-
紋身貼。

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帆 攝

竹藤編傳人陳清河
一人帶起一產業

半生育後進

竹編製作過程繁雜、精細，需要經過
編底、編牆、收口等10多道工序。

製作時，雙手將竹藤材料相互交叉，反覆
挑、壓，編織出預設好的竹製品。跟竹子
打了一輩子交道，陳清河說：「手動刀
動，大腦想着會做成什麼樣的，東西就從
手裡出來了，一氣呵成！」

藤鐵製品 客商搶購
上世紀60年代，陳清河從就學地廈門

回到安溪老家。市場上熱水瓶殼短缺現
象讓陳清河看到商機。他在尚卿公社農
械廠招收5名學徒，建竹編車間，專門
生產熱水瓶竹殼，而這裡也成安溪竹編
產業起點。1972年，「尚卿竹編工藝
廠」獲批創建，在生產熱水瓶竹殼基礎
上，陳清河研發出多種竹編工藝品，將
安溪竹編從實用農傢具提升至工藝美術
品高度。於是，陳清河80年代起就組織
設計創新，把竹編擴展到了藤編。
到了1991年初，時任安星公司總經

理、總設計師的陳清河經過市場考察，
把「剛柔並濟」理念體現在工藝中，將
鋼鐵與藤絲巧妙結合，創造出新藝種─

藤鐵工藝，葡萄系列籃子成為第一批藤
鐵工藝品。該產品在1991年春交
會上一推出，便受到歐美客商搶
購，開幕三天就把全年生產
訂單接滿。

退而不休 未停傳道
「傳統手工技藝不能在我們手

上丟掉。」在技藝構思上不斷推陳
出新的陳清河認為，為了「保護而保
護」難以延續手藝的生命力。這位78歲
的傳承人早已從企業退休，卻沒有停下
傳道授業的腳步，近40年來，陳清河
培養竹藤編技術人員達1,500多
人，其中不少已成為行
業領軍人物。在
藤鐵工藝產
業帶動下，
如今，安溪
縣擁有2個淘
寶鎮，11個淘寶村，
12萬相關從業人員，2017年
產值130億元，獲評「中國藤鐵工
藝之都」。

巧思創藤鐵
地處福建省東南部的泉州市安溪縣是遠近馳名的「中國藤鐵工藝

之都」。在過去的40多年裡，大大小小的家居工藝企業為當地貢獻

的年產值超過百億元（人民幣，下同），而這一切都與一個人有關

──「安溪藤鐵工藝之父」、全國勞模、國家級非遺「安溪竹藤編」技藝傳承人

陳清河。他不僅以竹編技藝為基礎創作出藤鐵工藝，同時亦參與地方政府培育後

進的計劃，讓安溪竹編繼續發揚光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泉州報道

1956年，16歲的陳清河初中畢
業，成績優異的他考上高中，但
由於家境清貧，為能盡早完成學
業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他選擇就
讀廈門工藝美術學院的前身──
廈門鷺潮美術學校。在交通落後
的上世紀50年代，陳清河花兩

天時間徒步抵達廈門。
1958年，學校改制
為廈門工藝美術學
校，陳清河和兩位
同學被安排到竹編
專業學習，冷門專業
使得那兩位同學轉學

其他門科，於是，陳清
河成竹編專業「獨苗」。
陳清河坦言，當時也曾萌生
轉專業想法。但是，為留住
竹編專業唯一學生，校長

為陳清河特設一個月2元甲等助
學金。要知道當時的2元等於陳
清河半個月生活費，於是他就留
了下來。
經過半年多學習，陳清河下定

決心，勤學苦練劈竹篾及編織基
本功，竹編工藝製作各道工序都
能熟練掌握。畢業後，陳清河留
校任教。
「科班」出身的陳清河笑言自

己像一個刀客，最拿手用五把刀
作竹編，「篾刀開邊，薄刀修
邊，輕輕一削，
刀刃吃進
竹 片 ，
嘩啦嘩啦
一陣響，
三 次 過
後，竹片

基本上薄至 1毫米；劍門刀拉
絲，兩個刀片成夾角，刀刃的距
離就是竹絲的大小；過圓刀修幅
度，按照不同的需要，把竹絲卡
進刀口，輕輕拉過，側面就出現
橢圓的表面；三角刀輕輕一挑，
出現毫厘縫隙，做裝飾的竹片就
可以插進去。」經過多重工序，
再堅硬的毛竹到最後要麼變成薄
弱紙片，要麼細如髮絲。

■在陳清河看來，小至竹藤編體
驗班，大至設計專業班，都是傳
統「非遺」文化傳承的基石。

受訪者供圖

■經過巧手打磨，原先不起眼的藤條和鐵絲脫胎換骨，變成
了富有創意的工藝品。 受訪者供圖

■「安溪藤鐵工藝
之父」陳清河

受訪者供圖

科班獨苗 勤學苦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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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清河作品陳清河作品「「雙蟹雙蟹
瓶瓶」」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