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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额同比增长215.5%

梅州综保区：奋力打造梅州新的经济增长极
一辆辆集装箱车有序地进出，车间内的工作人

员熟练地加工着产品，供应链公司的工作人员忙着
办理报关手续……走进梅州综保区，一派繁忙景象。

梅州综保区是广东首个内陆型综合保税区，也
是梅州苏区振兴发展的新引擎。今年前5个月，梅
州综保区实现进出口额约 17.44 亿元，同比增长
215.5%，增势强劲。而这前5个月的进出口额增长
率在全国160个综保区中位居第十，在全省13个综
保区中位列第二，可见梅州综保区正逐步成为梅州
新的经济增长极。

文/危健峰 彭秋梅

源源不断的订单，是企业
运营的最大动力。在华大（梅
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内，随着机器转动，工人们忙
着上货、分拣、装盒、打包，干劲
儿十足。

“我们主要看中这里的投资
环境和政策优势，所以经过多次
考察和研究论证，选择落地家乡
的综保区，公司的膳食营养品品
种已备案的有50多种，4月投产
至 5 月底已实现进出口额约
1000万元，开了一个好头，预计
今年可以达到5000万元。”华大
（梅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邹锦基说，投产以来生产线加
班加点成为常态，订单纷至沓
来，已经排到了 9 月份，对完成
今年的目标信心满满。

梅州综保区持续增长的数
字背后，是活力迸发的货物贸
易。今年以来，梅州综保区保税
物流业务稳步增长，前5个月保
税物流进出口额较去年同期同
比增长超110%。

“针对通关、业务等方面的
问题，梅州海关和综保区管委会
都给予细心指导和帮助。今年

公司业务范围逐步扩大，从货量
来讲，相较去年有很大幅度的提
升，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完成进出
口额 3 亿元，1-5 月已经完成
80%左右。”梅州市海岸供应链
管理公司副经理叶锦峰表示，作
为最早一批落户梅州综保区的
物流企业，目睹了这里的快速发
展，梅州综保区管委会和梅州海
关的用心服务，不仅为企业开展
业务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也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做大做强
进出口贸易的信心和决心。

据了解，为推动企业快速健
康发展，梅州综保区招商服务
组定期深入区内企业了解企业
诉求；召开区内企业座谈会，
协调解决企业落地及运营发展
过程中的问题；不断释放政策
红利，推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资格试点等惠企政策落地见
效；按照“一个项目、一名领导、
一个专班、一套方案、一抓到
底”的要求，配强工作专班，提
供全方位服务保障和要素支
撑，“母亲式”服务推动项目落
户，有效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
工、早投产、早收益。

日前，来自大埔县发源发展
有限公司的 3800 多个青花瓷器
从梅州国际陆港顺利抵达盐田
港，再经海运发往北美地区，这是
梅州国际陆港运营以来首次运输
陶瓷产品，进一步助力“梅州制
造”扬帆出海。

大埔陶瓷生产距今已有 800
多年历史，产品远销海内外，是大
埔外贸出口的主体。一直以来，
大埔陶瓷企业习惯于传统的公路
运输方式，将货物拉到福建厦门
港、深圳盐田港等沿海港口出口，
对“海铁联运”物流新模式的成
本、时效等存有一定顾虑。

为打消企业顾虑，切实引导

企业用好梅州国际陆港这个家门
口的“港口”，梅州综保区管委会
联合梅州市商务局、陶瓷行业协
会、中远海运等多次上门，积极
宣讲梅州国际陆港的政策功能
和海铁联运的优势，面对面为企
业答疑解惑，提供“一对一”物流
解决方案，让企业享受“港口就
在家门口”的便利和更低成本、
更高效率、更加省心的物流服
务，推动通道建设与产业发展良
性互动。

据承运单位广州中远海运物
流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总经理蔡
旭臻介绍，相比原来的运输方式，
海铁联运不仅为陶瓷企业节约了

25%的物流成本，也有效化解了
企业担心铁路运输陶瓷易碎、时
效难保障等方面的疑虑，如期完
成了码头交柜手续。

目前，梅州国际陆港已运输
货物包括冰箱、工艺品、铜箔、陶
瓷等十多类品种，日均运输标箱
20 个，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物流支撑。下一步，梅州综保
区管委会将加强与更多港口合
作，拓展更多海铁联运线路，积
极推进“公转铁”“海铁联运”，
努力为更多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助力更多“梅州制造”走出围龙、
卖向全球，进一步助推梅州苏区
振兴发展。

梅 州综保区二期 项目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动工建设，
2023 年 5 月全面进场施工，12
月完成基础和监管设施建设，12
月 26日通过由汕头海关牵头梅
州市直有关单位的模拟验收。

“正在准备验收相关工作，验收
后将启动实施一批标准厂房仓
库及配套设施建设，为推动梅州
综保区整体高质量运营打下坚
实基础。”梅州综保区相关负责
人说。

据了解，随着二期项目的建
设，梅州综保区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目前，已建有1栋综合服务
楼（设有海关报关大厅和政务服
务中心）、6.5万㎡的配套创新创
业孵化园、6.2 万㎡的 6 栋标准
厂房、3.4万㎡的4栋保税仓库，
供企业“拎包入驻”。正在一期
围网内谋划建设一批高标准厂
房和冷链物流仓库，保障招商引
资项目落地需要。

与此同时，梅州综保区围绕
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研发、
跨境电商等保税业态实施精准
招商，落实“招商引资一把手”工
程，主要领导亲力亲为研究部

署、带队招商、参与重大项目洽
谈，形成了“主要领导带头抓、领
导班子齐上阵、全员上下齐参
与”的招商工作格局；积极“走出
去”“请进来”，成立招商引资工
作专班每月赴珠三角、长三角、
海西区等地招商，加强与6支市
级招商队沟通协作，积极引荐企
业到梅州综保区考察。

今年前 5 个月共外出招商
12批次、对接企业80多家，参加
宣传推介会4场、举办招商推介
会 2 场，同时成功邀请京东物
流、东方创新、中铁建投资集团、
候鸟供应链等 120 多家企业到
梅州综保区、梅州国际陆港考
察、洽谈，并保持了有效对接。

至6月25日，区内共落户企
业32个（加工制造 11 个、国际贸
易 5 个、跨境电商 4 个、供应链及
报关物流服务 12 个），总投资约
6.67亿元，已投产运营和提供服
务的企业 27 个，正在洽谈项目
16个。梅州国际陆港已累计运
输 2000 多个标箱，货物包括冰
箱、工艺品、头盔、电视架、铜
箔、石英石、电解铜、陶瓷等，货
值约3.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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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服务，企业发展信心满满

海铁联运，梅州产品扬帆出海

梅州综保区一片繁忙景象 梅州综保区供图

狠抓招商，园区质效日益凸显

梅州综保区内企业生产线 梅州综保区供图

2024年6月27日/星期四/文化副刊部主编/责编 吴小攀 / 美编 刘栩 / 校对 黎松青 A8花地
E-mail:hdzp@ycwb.com

每年夏天，采摘野山葱花
也就成了母亲心头惦记的活儿

红楼夜宴二帖
每年端午节，在外游子都争取回

到家乡，重温艾味宴的美味和热闹
□何华[新加坡]

但得一日有此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前半回“寿
怡红群芳开夜宴”真是盛世狂欢，乐
而不淫。贾母带着子孙玩，固然也热
闹，但孩子们到底有些拘束。撇开长
辈，自己玩，才是正经（或不正经）。

宝玉过生日，群芳开夜宴。参加者
有宝玉屋里的袭人、晴雯、麝月、秋纹、
芳官、碧痕、小燕、四儿。又拉来了黛
玉、宝钗、湘云、探春、李纨、宝琴、香菱，
加上寿星宝玉，一共16人。炕上席开
两桌，如并蒂莲。这是《红楼梦》里最美
的一夜，是青春的嘉年华：绚丽，平等，
自由，富足，有酒，有果，有诗，有曲。

查夜的老婆子们走了，他们关起
门来夜宴，因是“偷偷摸摸”，也就更
加刺激和幸福。那一晚，他们闹得实
在开心，第二天袭人告诉平儿：“一坛
酒我们都鼓捣光了，一个个吃的把臊
都丢了，三不知的又都唱起来。四更
多的天才横三竖四的打了一个盹
儿。”可见多么尽兴。她们一起行占
花名酒令，分别抽到的花名签是：宝
钗-牡丹、探春-杏花、李纨-老梅、湘
云-海棠、黛玉-芙蓉、袭人-桃花
……酒令本是游戏，但曹雪芹却巧妙
地把抽签人的性格和命运隐寓在花
签之中。以宝钗为例，她抽到牡丹

签，题着“艳冠群芳”四字，并镌有一
句唐诗“任是无情也动人”，此句出自
罗隐的《牡丹花》，和一般咏牡丹的诗
不同（譬如刘禹锡的“唯有牡丹真国
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罗隐的这首
诗，对牡丹花另有诠释，诗中有两句：

“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
身。”用唐代中书令韩弘砍去院中牡
丹的典故，以示牡丹虽贵为花王而终
有被弃之日，也暗喻了宝姑娘“金簪
雪里埋”的冷落凄凉结局。

这场欢聚，对芳官着墨很多，有
一大段写她的衣着打扮，众人笑说她
和宝玉“倒像是双生的弟兄两个”。
芳官还唱了昆曲《邯郸记》里的一支
《赏花时》为夜宴助兴，暗含卢生黄粱
一梦之隐喻，也为贾府群芳的命运做
了铺垫，曹雪芹处处藏着玄机。

宴会上芳官最是兴奋，喝得微
醺，夜里和宝玉同榻而眠，没了男女
贵贱之别。显然那是芳官一生中最
辉煌的一刻。不久，抄检大观园，王
夫人指责她为“狐狸精”，将她逐了出
去，到水月庵做了尼姑。

在台北明星咖啡馆前摆书摊的
诗人周梦蝶看了这一回，感慨写道：

“快读本回，猛忆徐志摩译英诗人济
慈（John Keats）有句云：我觉得繁华
开 满 我 一 身（I Feel The Flowers
Growing on Me）。余友许小鹤居士曰：

美哉！人生如电拂，但得一日有此，可
以无恨！”枯寂诗人周公的点评，既有
世俗的眼光，也有哲学的领会。人生
没有不散之宴席，但还是要出席、要体
验；只有出席了，才会怅然，才会醒悟。

贾母说：我不困

《红楼梦》后四十回写贾府逐渐衰
败，不复先前“辐辏时光”。其实，在七
十五、七十六两回，曹雪芹已经做了铺
垫，奏响了悲音的序曲。这两回写中秋
夜宴，中秋是团圆之日，本该欢天喜地，
一派祥和，但我们听到的、看到的、预感
到的正好相反。在这个花好月圆的特
殊时间点，曹雪芹笔锋一转，告诉我们
月满则亏，贾家和贾母都在硬撑了。

大观园里有两处景观：凸碧堂和
凹晶馆。凸碧堂在山坡上，凹晶馆在
水塘边，都为玩月而设，名字还是林
姑娘拟的。凸凹两字，很少采用，也
不容易用，林姑娘性僻才奇，拿这两
字取名，她颇为得意。七十六回的回
目就是：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
联诗悲寂寞。

贾母爱热闹，她的名言是：“看着
多多的人吃饭，最有趣的。”然而，今
年的中秋，宝钗宝琴姐妹“家去圆月
去了”，李纨凤姐又病了，少了四个关
键人物，也就冷清了好些，尤其是凤

姐，她一人“抵得十个人的空儿”，少
了她，等于少了一桌子人。凤丫头
在，贾母的精、气、神也就格外旺，想
刘姥姥进大观园时，凤姐和刘姥姥耍
宝，那会子的喧天之欢还历历在目。
但贾母这个老太太是一定要强颜欢笑
的，要维护贾府的场面、体面与气
势。宴席上，击鼓传花，花到谁手中，
除了罚酒还罚说笑话。笑话，不是人
人会说的，不同人说，效果往往截然
不同并具有反讽的意味。第一个被罚
的是贾政，他说了一个怕老婆的笑
话，勉强合格。贾政不苟言笑，他说
笑话，这本身就让人发笑。第二个被
罚的是贾赦，他是贾政的哥哥，荒唐
不堪，想纳贾母的宠侍鸳鸯为妾，未
得逞。他不知有意还是无心讲了一个
母亲偏心的笑话，贾母听了很不高
兴，因为贾母确实偏爱上进端正的贾
政。贾赦的笑话给贾母带来不悦，但
贾母还是打起精神，饮酒品笛，不愿
散场。

男士先散去，贾母带着姑娘们继
续寻乐。夜深了，鸳鸯劝贾母该歇

了，贾母不听。但她毕竟一把年纪，
已经迷迷糊糊，快撑不住了。这时，
尤氏自不量力，主动要说个笑话，给
老太太解乏。你想想，尤氏这么个乏
趣口笨之人，哪里会说笑话，硬生生
把笑话说成了催眠曲。“只见贾母已
朦胧双眼，似有睡去之态。”大家见
了，轻轻请醒她，老太太不甘示弱，睁
眼笑道：“我不困，白闭闭眼养神。你
们只管说，我听着呢。”她真是不舍这
份锦绣时光。时已四更，王夫人再次
请贾母回屋安歇，贾母细看了一看，
黛玉湘云等姑娘大多散去，只有三姑
娘探春还在。老太太只得下令散场出
园。读到这里，真为贾母难过，她多
么希望好花常开，好景常在，筵席不
散，笑声不断。她拼了老命撑住即将
倒塌的华美大厦，可敬可叹复可悯。

贾母设宴在高处凸碧堂，就在贾
母打盹之际，黛玉和湘云两人私溜到
低处凹晶馆，她俩近水赏月，应景联
诗，道出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
魂”这样的绝对。凹凸两地，彼此呼
应，紧紧相扣。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雷州半岛，村子贫穷落后，孩
子们最期盼端午节、中秋节、春节这些节日，因为可
以大饱口福。

五月初一插过艾草后，端午节开始进入倒计
时。家乡艾味食品种类很多，有的是祖宗流传下来
的，有的是媳妇从娘家带过来的，有艾青团、艾草粑、
艾叶蛋、艾味粽、艾花卷、艾大饺、艾硬糖……这些食
品就地取材，做法传统，妥妥的原生态。

我爷爷生有三个儿子，大伯、二伯和我父亲。奶
奶死得早，爷爷既当爹又当娘，历尽艰辛把他们带
大。自我懂事起，大人下地干活，爷爷便穿梭于各家
之间，看家护院，管教孙子，后勤工作做得井井有
条。虽然我们都有自己的家，但爷爷在我们心中“家
主”地位不可动摇。爷爷安排，端午节每个媳妇要做
一样艾味食品。

大伯母的艾叶蛋，色、香、味、形俱全，在村子里
堪称一绝。她的艾叶蛋选料考究，艾叶是“头春头
采”。立春过后，光照足，雨水少，雾气重。这时期艾
草生长慢，艾叶肥厚，香气聚集，是一年四季最好的
艾叶。她选择最佳时间采回艾叶，晒干后装入密封
罐中备用。节前的一天，大伯母将新鲜鸡蛋煮至七
成熟，捞起过冷水，用菜刀轻拍蛋壳，外壳开裂里膜
不破是大伯母的绝活。她将艾叶、桂皮、八角、米椒
加水煮出味，把鸡蛋、盐巴放入其中，温水浸泡数小
时，让盐分和香味充分渗入蛋中。大伯母疼爱我，递
给我一只尝鲜。我小心剥开外壳，一股艾叶与香料
的混合香味扑鼻而来。蛋的表面棕色纹路均匀分
布，像开片的古代白瓷器，美丽动人。我轻咬一口，
滑嫩可口，香气浓郁。

艾草粑是家乡端午节传统食品，几乎家家户户
都做。二伯母与众不同之处是取材独特，工艺讲
究。她选用糯米和大米作为艾草粑的主要原料，两
种米按比例搭配，做出的艾草粑不变形走样，绵软而
不粘口。她将这两种米分开浸泡，掌握好时间，不时
取出一粒米放到嘴里咀嚼，刚泡透为佳。

我母亲是顺德人，她将顺德特色与家乡传统结
合，独创的艾味灰水粽，闻名于邻近村庄。节前母亲
割回一大把艾草，去叶，将艾草秆、艾叶分开晾干。然
后用明火把干艾秆烧通透后，拌入艾叶慢慢冷却，便
是艾草木灰。把艾草木灰捣碎在清水中浸泡数小时
后过滤备用，接着把糯米放在清灰水中浸泡到米变淡
黄色，闻有轻微艾香即可。母亲包出的粽有三角形、
长条形、四方形等几种形状。蒸粽时在水中放入几片
青艾叶，增添青艾香味，然后用柴火慢蒸，蒸出来的粽
子金黄绵软，晶莹剔透，艾味飘溢，让人垂涎欲滴。

端午节早上，大人着装整齐，小孩胸挂香囊，手
绑彩带，集中在老宅拜祭祖宗。八仙桌上排放着艾
叶蛋、艾草粑、艾味粽，桌中央放着爷爷亲手熬制的
艾糖油。一桌艾香，一桌寄意。

爷爷去世后，艾味宴在我们家中传承下来。每
年端午节，在外游子都争取回到家乡，重温艾味宴的
美味和热闹。

久居广州，每到夏天，炎热难耐，
十分怀念浆水面。约挚友见面，我便
以一碗故乡地道的浆水面招待他。
浆水面是陕甘地区的传统美食，其中
的核心原料浆水，是用时令蔬菜和着
面汤发酵成的，口感清冽，酸爽宜
人。其中一味稀奇的调料备受赞誉，
这便是母亲时常寄给我的野山葱
花。虽然浆水可以在网上邮购，但野
山葱花难得一见。

我的故乡在黄土高原的大山深
处，野山葱花只在一些河谷崖头的旮
旯拐角才能见到它的踪影。记得我
姑姑家的屋后有野山葱，每年6月左
右野山葱花就悄悄开放。干完农活
回家的路上，或者挤挪午休的时间，
姑姑会寻觅采摘少许，晒干后小心翼
翼地存起来，留给自家亲朋享用。

每次去姑姑家作客，姑姑都会赠

送一小瓶给母亲。母亲格外珍惜，每
次炝浆水，只放少许。但即使这几粒
的野葱花，也足以让浆水香气四溢，
口感馥郁。

初中时，我在山外的初中住校，
每周六放学步行十余里地回家，准备
下一周的干粮。记得初中二年级时，
有一次夏天回家偶然发现河谷边的山
崖上盛开着繁茂的野山葱花。于是，
放下书包，满心欢喜地沿着崖边采摘，
全然忘记了回家的时间。等空空的背
囊被野山葱花塞满，已是迟暮。匆匆
回到家，当我把满满的野山葱花给母
亲看时，她的吃惊溢于言表。

自此之后，每次周末回家我都去
山崖上瞅一瞅，看是否还有野山葱花
可以采摘。若是过了季，便用心地等
候下一个夏天花期的来临。

所以，在我上初中那几年里，家里

经常有野山葱花食用，剩下的由母亲将
它们分装小瓶，送给七大姑八大姨。

大学毕业四年后我南漂广州，并
在这个大都市安家落户。每次回家
临行，母亲总会小心翼翼地从柜子里
拿出一小瓶野山葱花来，要我带回广
州，作为日常解馋的风物。

我不知这些野山葱花从何而来，
但知道一定花了母亲不少心思。去
年回家，母亲再给我野山葱花，我推
托着不要，母亲有些生气地说她还有
很多。原来我那充满孝心的侄子，把
野山葱花成功移植到屋后菜园的土
墙顶部。

于是，每年夏天，采摘野山葱花
也就成了母亲心头惦记的活儿。细
心地采摘，用心地晾晒，封装在一个
个小瓶里，给老大、老二、老三，给她
每一个牵挂的远行的孩子。

雷州艾味 □邓剑

野山葱花 □梁学斌

城事
记忆

（中国画）

□吴依桐

6 月 28 日-
7 月 15 日，广东
白 云 学 院 教 育
学 院 美 术 教 学
成 果 展 览 在 广
东 白 云 图 书 馆
举 办 。 此 次 展
览分为“与古为
徒：中国传统山
水画临摹”“时
代新声：当代山
水画创作”“格
物致知：树石基
础临摹”三个部
分，展出作品三
十余幅。

贰

壹

人生没有不散之宴席，
但还是要出席、要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