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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华社
海波荡漾，从台湾来的货轮停靠在福建漳州东山港，

箱柜从船上一一卸下。
码头喧闹，渔港繁忙，30多年历史的东山港兴码头，在

海风吹拂下略显沧桑却不掩其活力。在距其 3 公里处，面
积 5 万平方米的 5000 吨级新码头正逐渐成形，今年年底竣
工后，它将对接大型船舶和对台直航的需求。

东山港旧称“铜山港”，月牙形的港湾和小岛屿形成一
个天然良港，与 98海里外的台湾澎湖列岛隔海相望。东山
是大陆距离台湾南部最近的县，自宋元以来，这里不仅是
海防前沿、重要军港，也是繁忙的商港、外贸口
岸，在闽台通航通商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位于东山铜陵镇的台轮停泊点始建于上世
纪 70 年代末，是大陆最早设立的停泊点之一。
1975 年，福建省颁布《关于接待台湾渔民工作的
暂行规定》，帮助渡海而来的台湾渔民解决求援、
治病、避风、探亲等问题，东山港因台轮停泊而兴
旺，逐渐成为对台交流的口岸。

“早期大陆设立的台轮停泊点不多，台湾渔
民停靠东山港时，会自发与当地渔民进行物物交
换。”东山县新发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林水春介
绍，这种民间贸易的兴起也推动了港口的建设和
发展，让东山从偏远的海岛成为大陆最早开放对
台小额贸易的口岸之一。

具备了对台贸易的港口优势，不少台胞前来东山寻找
商机。上世纪 90 年代初来此经营水产业的翁启镜便是其
中一位。“1949 年前，祖父开三桅船经常往来两岸，那时澎
湖和东山间经贸往来很密切。”他说，选择回到祖籍地发
展，是希望继承祖辈事业。如今，澎湖还有两万多东山籍
乡亲，在台湾的东山同乡会成员逾 20万人。

翁启镜说，东山很适合发展水产业，而且对台小额贸
易的口岸提供很多便利。“让台湾小工厂的产品有管道进
来，十箱八箱凑起来，这是一个好政策。”

运营对台小额贸易的港兴码头建于 1985 年。林水春
从事港口贸易行业 30 年，见证了港口发展变化。他说，十
几年前，东山九成以上水产品都对外出口，台湾餐桌上的
海鲜很多来自东山，“现在大陆购买力和消费水平提升，小
额贸易中进口占比不断提高，台湾远洋捕捞的水产品也运
到大陆来卖”。如今东山已成为两岸水产品集散地。

港兴码头有限公司运营部经理黄建民告诉记者，东山
对台口岸运输以台杂货为主，如水产冻品冻食等，主要通
过金门转运至东山，2009 年开始直接从台湾进口活鱼，到
东山后再销往大陆各地。台杂货和鲜活鱼年贸易量最高
峰时可达 2.3 万标箱。今年受到疫情影响，进出口业务减
少，不过 4月后，台杂货进口量逐渐恢复。目前，每周都有 1
班台杂货和鲜活鱼进口到东山。

东山还是闽台共同的民间信仰发祥地。东山关帝庙
是台湾大多数关帝庙的香缘祖庙，1991 年起东山每年举办
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吸引大批台湾信众前来东山关
帝庙谒祖祭拜。

小小的海岛渔港因两岸交流融通而兴，现代化的新港口即将竣工。2017
年东山 5000吨级对台客货码头投入建设，福建漳州港务有限公司东山港项目
技术负责人莫先红介绍，新码头年底竣工，主要有货运和客运两方面功能，建
成后可满足年 13万吨货物、26万人次、12.8万辆车次航运需求。

东山县委台港澳办主任林武生表示，新码头建成后，将与台湾南部地区
对接。在做好台杂货、活鱼进口主要业务的同时，开拓新业务，发展跨境电
商，进一步发挥海峡两岸（福建东山）水产品加工集散基地作用。此外，将在
先前基础上，继续推动东山、厦门、金门、澎湖旅游联盟，构筑四岛经贸文化旅
游圈。

“东山水产加工厂 200 多家，或多或少都有经营对台业务。从亲缘、地缘
以及经贸基础来看，东山港具有天然的对台优势，应当进一步放大。”翁启镜
说，很期待新码头投入使用，借助贸易往来加强两岸民间交流的活络度。

（据新华社福州6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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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 9 点，在一阵闽南话的吆喝
声中，蔡文林和两名水手熟练地解开
缆索，升起船帆。风动帆满，船只荡开
平滑如镜的水面，朝大海驶去。游客
们纷纷举起了手机。

这艘遵照古法打造的木帆船，是
福建东山岛渔民蔡文林拥有的第 7 条
船。只是，曾经的捕鱼能手，如今转行
帆船游了。

蔡文林祖上三代都是渔民，生活
拮据。14 岁那年，他就当起了“囝仔
工”，在渔船上干杂活、看管渔船。由
于机灵能干，短短几年，他就从一个

“囝仔工”成长为出色的水手，19 岁就
当上了船长。

常年在海上劳作，蔡文林的手臂
粗壮黝黑，渔民便称他“黑手哥”。“在
海上我们互相照应，东山百分之九十
的渔民都知道我。”蔡文林说。

1986 年，他拥有了人生第一艘木
制渔船。后来，由于捕鱼业的繁荣，他
的船也由小变大，从木头船变成铁壳
船。

但这几年，即使像他这样的捕鱼
好手，也连年亏本。

“渔船越变越大，越来越先进，但
捕回来的鱼却越来越少了。”他说，“这
样下去，总有捕完的一天，到时候我该
怎么办？”

2018 年，他亏本卖掉了自己的铁
壳船，决心借助东山的海岛风光搞海
上旅游。不过，他对豪华游艇毫无兴
趣。他想要一艘完全遵照古法建造的
木帆船。

“我对木帆船始终有一种情怀。”

他说，“我也懂得怎么造木船。”
他亲自动手设计，花了半年时间

找到了懂得造船技艺的师傅。今年 2
月，一艘三桅三帆仿古帆船下水了。
这艘船由樟木制成，船身长 22 米，船
底部宽 5.2米，上部宽 5.85米。

“我最喜欢那三个帆。前后染 9
次色，最后还要用花生油浸泡，这样可
以防水。我做渔民的才懂这个。”他自
豪地说，“帆升起来的时候，整条船非
常漂亮。”

为了与船搭配，他还精心准备了
一套泡工夫茶的茶具。炉子里点上荔
枝木炭火，小铁壶装上矿泉水，用羽扇
将水烧开，然后泡茶给游客。如果游
客想在船上用餐，他的妻子也会在船
上做一些美食。

随着旅游业逐步复苏，蔡文林的
船迎来了一批批游客。

游客上船后，蔡文林首先升起船
帆，给游客讲解船的构造和相关知
识。航行中，他带游客观赏陆地上惟
妙惟肖的龙、虎、狮、象屿，也会分享自
己早年当渔民的经历。整个航程总共
收费 200元。

凭着热情周到的服务，他的“古船
游”变得小有名气，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
而来。每天，他会带游客出海两三次，

“黑手哥”的“再创业”逐渐走上正轨。
“过去两年里，我们这个海域的渔

船大概少了一半，越来越多的渔民改
行了。”蔡文林说，“我们现在也是靠海
为生，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一种更环
境友好的方式。”

（据新华社福州6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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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东山县马銮湾附近景色（无人机照片）

福建省东山县铜陵镇周边景色

▶▶““鱼骨沙洲鱼骨沙洲””位于东山县陈城镇岐下村内海与外海交界处位于东山县陈城镇岐下村内海与外海交界处。。
涨潮时面积只有数亩涨潮时面积只有数亩，，退潮后可达退潮后可达 500500多亩多亩。。据了解据了解，，““鱼骨沙洲鱼骨沙洲””每每
年吸引数千名来自各地的游客年吸引数千名来自各地的游客，，为村里增加为村里增加 400400多万元旅游收入多万元旅游收入。。

▼▼蔡文林在船上为游客泡功夫茶蔡文林在船上为游客泡功夫茶

▲福建省东山县苏峰山环岛路（无人机照片）

扫码观看《这个县不仅藏
着十多个“月牙儿”，还有……》

扫码观看《习近平讲述的
故事丨“先祭谷公，后拜祖宗”》

扫码观看《东山木麻黄与
“谷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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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至 19 日，新华社福建分社总编室党支部 28 名党员、
青年记者代表，到东山县开展了一次“党建＋业务”融合探索，举办
主题党日活动，并进行新闻业务练兵，采写拍摄了一篇篇新闻报
道、一张张精彩图片。新华社记者从乡村振兴、渔港经济、生态文
明建设、红色文化、文旅融合、美丽渔村等方面，对东山县进行了全
方位报道。今日，本报选取部分报道，展现新华社记者眼中东山在
各领域改革发展的最新亮点、成功经验和有益探索。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