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下是台湾凤梨成熟的季节。昨日，笔者走进
位于漳浦县湖西乡的台资企业宝旺莱农场凤梨种
植基地，放眼望去，只见一颗颗表皮青黄、个大饱
满的凤梨错落有致地布满田间地头，空气中弥漫
着诱人的清香。三五成群的工人穿梭在田垄收割
凤梨，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宝旺莱凤梨农场是台商吴锡祺、曾文子夫妻
创办的。1997年，曾文子与丈夫吴锡祺一起从台湾
彰化来漳州创业，开办漳浦彩露华化妆品有限公

司。几年前，曾文子回台湾探亲，机缘巧合下，在有
着三代种植凤梨经验的黄添益家吃凤梨，发现皮
薄汁多、心嫩又甜，口感非常好，比大陆的凤梨略
胜一筹。因此，曾文子决定把这一优质凤梨品种带
回大陆，让它在大陆扎根结果。

2017 年，在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管委会工作
人员的牵线搭桥下，曾文子开始在大陆试种凤梨。
为了更好地管理凤梨园，曾文子的弟弟曾荧煊也
从台湾来到漳浦，主要负责凤梨农场的管理销售
工作。“刚开始时，我们在石榴镇的芳林村试种金
砖凤梨、西瓜凤梨、甘蔗凤梨、手撕凤梨、土凤梨等
品种，发现没有水土不服的情况。”曾荧煊告诉笔
者，经过试种，他们发现漳浦的土壤、日照、雨量等
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台湾凤梨的生长。更令他惊喜
的是，在漳浦本地种植的西瓜凤梨，个头最大竟达
8 斤，亩产量 8000 斤左右，品质远超在台湾种植的
西瓜凤梨。

自 2017 年第一批西瓜凤梨在石榴镇成功引
种后，曾文子开始扩大种植规模，先后在漳浦的
湖西畲族乡、大南坂镇建立了凤梨种植基地，目
前面积共 200 多亩。说起台湾凤梨的管理，曾荧煊
说，相比其他热带水果的生长周期，台湾凤梨相
对比较长，从种苗到结果一般需要 18 个月，并且

在开始栽种时，为了杀菌，需用挖掘机翻土，让土
地在阳光下暴晒 2 个多月才能种植。同时，为了保
证台湾凤梨的品质，在管理果园的过程中，曾荧煊
时常与台湾的凤梨种植专家黄添益保持联系，请
教相关的种植问题。

目前，曾文子所种植的凤梨除了在本地销售
外，还远销上海、南京、杭州、嘉兴、金华等地，获得
广泛好评。除了成果的销售，她还对凤梨进行深加
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曾文子介绍，凤梨既可制成
凤梨酥和凤梨汁，还可提取酵素制成护肤产品，凤
梨皮可制作洗涤剂。目前，她的公司已跟厦门大学
合作研发凤梨皮来做酵素，研发相关的化妆产品。

“经过多轮的试种后，等种植技术再成熟点，
我们将推广凤梨的种植技术，让广大漳浦农民受
益。”谈及未来的愿景，吴锡祺、曾文子夫妻信心满
满，希望加快推进两岸农业技术的融合，以及设立
产销合作社，开展观光采摘游，让游客们体验采摘
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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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台湾凤梨引种到漳浦，台商吴锡祺、曾文子夫妻———

让“宝岛旺梨”在金浦“旺”起来

本报讯（记者 周杨宁 文 陈建和 图）昨日，
在 5A级旅游景区四川省南充市阆中古城街头，川
剧表演艺人王震举着 1.5米高的漳州木偶典型武
生形象——白脸“林冲”，踏着碎步表演。在他的操
作下，“林冲”挥手间接连“变脸”，短短十几秒变换
了红绿橙蓝黑 5张脸，引得游客围观叫绝。

演出结束，见观众对别样“林冲”很好奇，王
震介绍其来历，“它来自布袋木偶之乡——福建
漳州，身上融合了漳州布袋木偶、川北大木偶、川
剧变脸三种国家级‘非遗’。”

对于木偶和“变脸”艺术，南充人并不陌生。和
漳州布袋木偶戏与漳州木偶头雕刻一样，2006年南
充的川北大木偶、川剧“变脸”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漳州木偶“林冲”在四川南充

大放异彩，凝聚着国家级“非遗”项目漳州木
偶头雕刻省级传承人杨亚州，和王震一起半

年来跨区域创新传承“非遗”的心血。
今年初，35岁的王震被抖音上杨亚州雕刻漳

州布袋木偶相关视频吸引。“漳州布袋木偶的
造型非常独特，人物五官棱角分明，充满张力
和性格表现力，色彩夺目，具有很强的视觉冲
击力，特别能体现人物精髓。”王震说。他兴奋
地与杨亚州联系，并请他制作有漳州木偶特色
的川北大木偶，希望此举给当地的木偶表演注
入新的活力。“川剧‘变脸’用的是楚霸王项羽
的形象，我决定做一个漳州木偶典型的武生形
象——林冲，让它到四川表演，让更多人认识
漳州木偶。”杨亚州鼓励王震对“非遗”艺术的
追求和探索，答应为他量身定做表演木偶。两
人 不 断 沟 通 ，根 据 木 偶 表 现 特 点 优 化 制 作 方
式。今年 7 月，高 1.5 米、重 7 斤的武生“林冲”面
世。“采用了漳州布袋木偶的形象，用漳州木偶

头雕刻的手法，比川北大木偶雕刻更精细。还
有‘扯脸’的变脸机关，每一处都要求很精细。”
杨亚州说。

作为漳州“非遗”的传承人，年过七旬的杨亚州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每天仍
坚持木偶创作创新，这让王震深受感动和鼓舞。“在
杨老师身上，我感受到工匠精神和‘非遗’艺术精
神。作为表演艺人，我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表演
给观众带去欢乐的同时，做‘非遗’文化的传播者，
让更多人了解、热爱‘非遗’。”

未来，王震计划前往漳州，进一步学习漳州布
袋木偶的雕刻和表演。得知融合三项国家级“非遗”
艺术的漳州木偶在四川表演大获成功，杨亚州深感
欣慰。他说，“非遗”艺术相通又各自特色，跨越区域
的融合创新，扩大了多个“非遗”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更为“非遗”传承增添了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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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
晚，漳浦县赤
岭畲族乡在漳
浦民族中学操
场举办“不忘
初 心 跟 党 走
乡村振兴谋新
篇 ”暨“ 学 党
史 颂党恩”文
艺展演。

洪锦城 蓝俊强
摄影报道

畲乡文艺展演颂党恩

7 月 20 日上午，漳
州市中心血站献血车驶
进工商银行漳州分行大
院。该行工会、团委联合
举办“无偿献血献礼建
党百年”主题活动，有37
名志愿者成功献血，献
血量共计12600毫升。
记 者 王琳雅
通讯员 邱丽红 王松立

摄影报道

工行员工无偿献血

本报讯（高加聪）7 月 19 日，漳州
市公安局双第派出所民警及时制止一
名遭遇诈骗的群众。

当天上午，双第派出所辅警小潘
在辖区老人活动中心开展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宣传活动时，一名女士神色匆
匆走过来说：“我碰上麻烦了，你帮帮
我。”小潘赶紧带她回到派出所。原来，
该名女士姓陈，当天早上接到一通自
称是漳州市公安局民警的电话，称其
银行账号涉嫌违法犯罪需要冻结，要
转移资金并发验证码给“民警”。对方

准确说出陈女士的身份证号码以及家
庭住址。陈女士一下子慌了神，害怕真
的陷入犯罪，出门准备上银行查询时，
幸好碰上正在开展反诈宣传的小潘。

听完陈女士的诉说，民警马上意
识到这是一起利用“公检法”进行诈骗
的违法行为，告知陈女士这是电诈圈
套，切勿上当受骗。同时，民警为陈女
士讲解了目前各式各样的诈骗手段。
陈女士感到万分庆幸，“多亏上次你们
到我家宣传，我多了一个心眼，不然就
上当受骗了。”

群众遭遇诈骗
民警果断制止

本报讯（翟嘉意 王颖）7 月 16 日
上午，杨女士特意从厦门赶至漳州市
公安局角美派出所文圃警务区，将一
面印着“破案神速 警界楷模”的锦旗
送到帮其找回丢失手机的民警手中。

几天前，杨女士乘坐公交车时，
不慎将价值 3000 余元的手机落在车
上，而这把手机是女儿送给她的，纪

念意义重大。民警立即到公交公司查
看公交车上的视频录像，发现一名着
灰色上衣的中年女子捡到该手机，在
某小区附近下车。经判断，民警锁定
该名女子住所，赶往该小区查看视频
录像，两个多小时后终于找到该女
子。经现场沟通，该女子将手机归还
杨女士。

女子公交车上丢手机
民警帮找回

本报讯（记者 周杨宁 通讯员 陈
木河 林锦富）7 月 22 日下午，漳浦县
公安局深土派出所通报，两名村民因
不满高额消费而多次谎报赌博警情，
严重扰乱社会治安，被公安机关处以
5日行政拘留。

6 月 30 日，漳浦县旧镇镇村民蔡
某在深土镇某羊排店吃饭，结账时认
为店家的菜品定价高于其他饭店，与
店家讨价还价未果，心生不满，想报复
老板，于是谎报警情，称饭店内有人聚
众赌博。

接到报警，深土派出所民警随即
赶到现场。民警到现场检查，便衣民警
则进行外围摸排，都没有发现赌博行
为。蔡某暗中观察，得知民警果真到饭
店，感觉出了一口恶气。

次日，蔡某故技重施，以同样事由
再次报警。民警严格按照规定，到被举
报饭店进行检查，并未发现举报情况。

7月 6日，深土派出所再次接到举

报，该羊排店内有人聚众赌博。但这次
报警人并非蔡某，而是当地村民郑某。

“听蔡某说报警这个办法不错，我因为
好奇想试一试。”据郑某交代，他于 7
月 6日和 18日，用同样方法两次报警，
看到民警出警查处饭店，觉得很好玩。

接到这么多次报警，民警严格按
照有关规定处警，但均未发现异常情
况，觉得有猫腻。他们在处警检查的
基础上，还做了很多侧面摸排工作，
走访饭店周边的群众。在大量事实面
前，排除饭店违法聚众赌博的嫌疑。
于是，派出所传唤蔡某和郑某。

经过审讯，郑某和蔡某对其谎报
警情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我是因为
去他们店消费，感觉其售价比其他店
贵太多，起初我觉得不爽，后来觉得越
来越不满，于是想到报假警来发泄愤
怒。”蔡某说，他因为一时冲动干出违
法的事情，十分后悔。最终，蔡某和郑
某被处以 5日行政拘留处罚。

为泄私愤谎报警情
两村民被行政拘留

本报讯（康丽红 文/图）近日，龙
文区洛滨村来了不速之客——猴子。
村民经常拿水果喂它，人与猴相处其
乐融融。

7月 20日下午，笔者来到洛滨村王
女士家，只见她家旁边的榕树上，一只猴
子蹲坐在树枝上，十分惬意地吃着水
果。无独有偶，住在村子另一边的郑先
生，也在自家附近发现了一只猴子。这只
猴一待就是好几天，郑先生经常放一些
玉米、香蕉之类的食物喂它。郑先生告
诉笔者，这只猴子是灰色的，已经住三四
天了，说明这里环境好，它才待得住。

就此事，笔者咨询了龙文区自然
资源局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从
相貌特征来看，这可能是猕猴，建议
村民要与其保持距离，不要过分惊
扰，需理性投食，不要逼近它、激怒
它，以免其做出伤人举动。

猴子跑到村里蹭吃

老少跨区域传承创新 融合三项国家级“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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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荧煊手拿西瓜凤梨，脸上露出丰收的喜悦。

①木偶开脸 ②人偶对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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