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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云云

近日，记者从省台办获悉，鲁
台两地间经贸、旅游、人员往来等
各方面交流更加便利。去年累计
来鲁台胞突破300万人次。

2014年，我省与台湾往返航
线达到9条，每周往返航班74个，
年内运送旅客42万人次。至年底，
累计来鲁台胞313万人次，山东省
应邀赴台5 1 5 5 2人次、赴台旅游
46 . 5万人次。

去年5月，以“鲁台大交流两
岸一家亲”为主题的“2014山东·
台湾周”在我省首次举办，其间举
办了30多项涉台经贸文化交流活
动，成为全省性对台交流合作的
综合平台。

去年10月，山东省台办、省经
信委、省商务厅联合评选公布了

“山东省百强台资企业”，110家台
资企业入选上榜。这些企业基本
涵盖了在山东各领域投资的重点
台资企业，将对鲁台经济合作产
生积极带动和示范效应。年内，全
省新批台资项目113个，实际使用
台资额15 . 4亿美元；截至年底，山
东省累计批准台资项目8609个，
实际使用台资230 . 57亿美元。

此 外 ，我 省 首 家 台 资 银
行——— 台湾国泰世华银行青岛分
行于去年10月开业，成为山东首
家、大陆北方地区首批落户的台
资银行。该行将为山东省内企业
和台商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为在
鲁台资企业提供更多金融支持。

去年来鲁台胞

突破300万人次

台胞苏志勇大陆打拼十八年

定定居居济济南南
和和台台湾湾老老乡乡一一起起守守岁岁

1月30日，在台商会的新春联谊上，已在济南定居的苏志勇（右）与其他台商合影。 苏志勇 供图

本报记者 陈玮

过年都随大陆习俗

离除夕还有三天，苏志勇
开始准备年夜饭的食材。他经
营的“台湾美食城”过年照旧不
打烊，八九个不回台湾过年的
老乡早就约好，跟往年一样，在
苏志勇的店里一起守岁。

结束了午餐的忙碌，苏志
勇解下围裙跟记者攀谈。他打
算除夕跟大家做一桌地道的
台湾菜，喝点小酒，打个四色
牌。苏志勇说完不自觉地笑起
来，近二十年的大陆生活，使
他改变了很多习惯，现在他早
睡早起、见人客套寒暄，有时
都会忘了自己是土生土长的
台湾人。

不过，苏志勇却觉得很安
心，父亲从小就告诉他，大陆才
是他的故乡。

1957年，苏志勇出生在台
湾金门岛。从记事起，他经常看
到父亲静坐在岛上，隔海遥望
大陆，回家就闷头喝酒。从父亲
的讲述中，苏志勇得知，自己的
故乡在“对面”，位于福建惠安
的一个乡村。因为战争，父亲二
十几岁只身来到台湾，从此一
道海峡成了他与亲人无法团
聚的阻隔。

父亲经常做一种叫“面疙
瘩”的食物，边做边念叨，“下雨
天，奶奶就会做给孩子们吃。”到
了过年，家里总会比别人家多
几个习俗，比如父亲会召集一
家人过小年，腊月二十四送神，
二十六二十七做年糕花糕。

那时的春节，让苏志勇对
故乡充满了憧憬，他觉得“对
面”一定充满人情味。但对于父
亲来说，却充斥着孤独和寂寞。

1949年离家南下，父亲和
家里断了联系，本应喜庆的春
节也满载了思乡之痛。直到
1987年，开放台胞回大陆探亲，
父亲听到消息后，立马联系回
乡。父亲回乡后不久就病倒离
世，大家都说，父亲这是了了心
愿，没了牵挂。

苏志勇记得，父亲临终前
紧握着他的手，让他把自己和
父母葬在一起，埋骨故乡。他突
然觉得，自己的根就在那里。

1997年，他背上行囊，只身
一人，循着父亲的轨迹，第一次
归乡。

从七天回一趟台湾

到现在回去反不适应

“说实话，刚开始有点失
望。”眼前的家乡，道路泥泞，房
屋破旧，服务行业素质很差。随
便去一家饭店吃饭，服务员都

是爱答不理，态度很恶劣。
他觉得，或许可以把台湾

的服务理念传递过来。在惠安，
他开了一家西餐店，要求服务
员看到顾客一举手，就第一时
间跟上去。很快便吸引了大批
年轻人光顾，甚至到凌晨两点
才能打烊。

初来大陆，苏志勇经常会
感到孤独，一个礼拜就要回一
趟台湾。渐渐地，一个月或者大
半年，苏志勇才会想到回家。大
陆的人情味让苏志勇觉得，自
己在这个陌生的故乡，并非孤
立无援。

在大陆打理生意的日子，
苏志勇都是跟员工一起过年。
与台湾年俗不同，傍晚六七点
钟，苏志勇就备好年夜饭，跟员
工一起吃，大家谈笑风生，互相
开玩笑，偶尔还发红包。

2010年，苏志勇结束了福
建的生意，受朋友邀请来到济
南。让他没想到的是，台湾菜馆
的营业执照很快办下来了。不
像以前，要经过各种审批。

“在这里的不便，都在发展
中打破了。”这一来济南，就深深
地扎根在了这里，大陆从他的
家乡，变成了他真正意义的家。

干吗要一定是台湾人

“我有了对象。”苏志勇微

笑着，并没有使用台湾人通称
的“太太”。来到济南第二年，苏
志勇就遇到了自己的妻子，而
在今年的大年夜，他们的小孩
刚好7个月。

这意味着，以后每次过年，
陪伴苏志勇的除了员工，还有
妻儿。“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
受，已经在慢慢冲淡。

“经济发达了，很多障碍都
可以克服。”几乎过段时间，苏
志勇就会和台湾的亲人们，用
微信互发着现状。济南、烟台等
也开通了直飞台湾的航班。

与此同时，对苏志勇来说，
台湾似乎是越来越难回。两年
前回台办签证，亲朋好友聊天，
都在说着他们眼中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大陆。他极力解释
大陆已非往昔，但他们却坚持
己见。这让苏志勇有些无法融
入。“没有共同话题了。”

而更重要的，在他看来，两
岸本来就是融合的。很多台湾
人从小学的历史，从北京人开
始，到近代史，再到外国史，早
期的地理课本，哪里有煤矿，哪
里是什么地形，讲述的都是大
陆。现在台湾小孩读的都是孔
孟，教师节还是孔子诞辰，受中
国大陆传统文化熏陶很深。

“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不
会有人相信的，干吗要一定是
台湾人。”苏志勇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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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年

十八年前，苏志勇从台湾回到故乡大陆，十八年后，他定居在这里。从回到故乡到成家定居，他完
全融入了大陆的生活。随着人脉、事业的开拓，他在大陆一步步站稳了脚跟。

如今，在济南七里堡农贸市场，他经常毫无障碍地跟菜农聊天。每当菜农问起“台湾那么好，你为
什么在这里定居？”他都浅浅一笑，用地道的台湾腔答道，哪里都一样。

照顾得再好也代替不了亲情

春春节节期期间间，，养养老老院院老老人人盼盼团团圆圆

本报记者 王明婧

只剩一个人

春节该咋过

春节前两天，68岁的刘雨村
羡慕地看着同屋姜姨收拾行李，
准备回家过年。刘雨村有两个女
儿都已成家，两年前的开颅手术
让她视力受损，只能模糊地看出

个人影，不愿意麻烦孩子们的她
搬进了德州爱邦敬老院。

十余平方米的小屋内设施
俱全，屋里暖烘烘的。小屋平分
成两个空间，姜姨的床铺、桌子
和衣橱收拾得整整齐齐，刘雨村
却连被褥也懒得叠，桌子上还放
着早饭吃剩的豆腐脑。自从儿子
告诉她回家过年后，她一直忙着
收拾，其实刚来三个月的她没多
少行李，这仍让不少留在这里过

年的老人很羡慕。
“有儿回家过，没儿在这儿

过。”刘雨村常开玩笑，说在这过
节挺好的，有鱼有肉还不用自己
干活。虽然嘴上满不在乎，和同
院的好友石玉凤有说有笑，临近
中午饭点时，突然感慨地说了一
句：“她一走我心里不好受，晚上
一个人该怎么过。”

按照老人们的形容，养老院
的生活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的日子，甚至比儿女照顾得更周
到，但多年照顾老人的院长尹爱
英深有体会：养老院再好，也代
替不了亲情。

除夕那晚

没怎么睡着

大年初一，清晨六点。像往
常一样，石玉凤洗漱完后，在屋
里做早操，又来到院子里舒展了

一下筋骨。
尽管石玉凤说在养老院过

年比较好，但除夕那晚却没怎么
睡着。平时九点准时上床休息的
她，当晚一个人在屋里看春晚，
每年都觉得好看的节目，今年却
觉得没意思。十点多上床休息，
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尹爱英说，老人为儿女们付
出一辈子，儿女应对老人多些关
爱与体谅。

春节了，家家置办年货，游子忙着回乡与父母团圆。不过喧闹的春节氛围，似乎被德州爱邦敬老院的围墙隔离起来。尽尽
管这里也贴春联、放鞭炮、炸年货，力图让老人们感受到年味儿，但养老院再好，却怎么也代替不了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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