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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潘薇

近日，在厦创业台商、中国科

学院大学和清华大学双料博士研

究生李岳龙来到厦门海沧区东孚

街道东坂社寻根谒祖。他惊喜发

现明代益王朱由木为李氏先人、

一代南拳宗师、抗倭义士李良钦

的赐匾“名世干城”。对此，李岳

龙十分感慨：“我的根在大陆，这

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家庙发现明朝王爷赐匾
八月中旬，李岳龙通过东坂

社李氏宗亲安排，来到李氏家庙

忠义堂，拜谒先人。李岳龙来自

台湾新北，是“芦洲李氏”的后

人。早年间，厦门集美兑山的李

氏一族渡海至台湾，在如今新北

地区繁衍生息，发展成为台湾“芦

洲李氏”。

李岳龙介绍，五山始祖李君

怀传有五子：繁衍于雄山（南安新

营）、南山（厦门海沧东孚）、兑山

（厦门集美）、已山（龙海东泗）、金

山（南靖金山）等漳泉五座名山，

故号“五山公”“五山李”。“现今海

沧东孚东坂的李氏宗祠所在地，

相传当年被李君怀视为风水宝

地，建造为李氏祖祠（五山李氏大

宗祠），我回来后真的很兴奋，原

来我在大陆有这么多的亲人。”

在忠义堂内，李岳龙一行人

发现了一块“名世干城”的匾额，

据了解，忠义堂内供奉的是明朝

抗倭义士李良钦。明嘉靖年间，

闽、浙沿海倭寇猖獗，为保家卫

国，李良钦率其堂下弟子和闽南

百姓组织武会，传习棍法。在抗

倭期间，李良钦多次出生入死，克

敌制胜。为表彰他的功劳，明天

启二年，朝廷颁发“名世干城”匾

额，以示嘉奖，“干城”出自《诗

经》，意为捍卫者、守卫者。

听闻先祖的事迹后，李岳龙

十分感动，他说：“我觉得一个平

凡人其实也可以很伟大，就像我

们李良钦先祖，做了那么多事情，

但是并没有居功自傲，包括俞大

猷将军也曾跟朝廷推荐他去当

官，他都婉拒了。”

来厦门“边创业边寻根”
李岳龙告诉记者，之前在台

湾时，家里有一本族谱，父亲经常

跟他说“我们的祖先来自兑山”。

“说实话，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厦门

集美有个兑山，还是我来厦创业

后，机缘巧合之下寻找到的。”

2013年，李岳龙通过人才引

进的方式来到厦门。安定下来

后，他就立即前往集美兑山寻亲

谒祖。“我在集美成立了国科创新

研究院后，与在地朋友打听，了解

到集美有个地方就叫兑山，正好

就是我们办公大楼附近，我就与

当地宗亲取得联系，与台湾族谱

比对之下，终于确定我们就来自

集美兑山。”

后来，李岳龙也常参与两岸

李氏宗亲举办的交流活动，他直

言，知道自己的根在这里后，创业

更有动力了。“不管人在哪里，或

者你承不承认，事实上，我的根就

在那里，是任何人和事务都不能

改变的，特别是我们李氏宗亲有

这么多伟大人物出现，为国家社

会做出贡献，让我很有触动。”

晨报讯（记者 陈翠仙）日前，

“金门酒厂建厂七十周年品牌发

布会暨中秋博饼大会 ”在厦门佰

翔五通酒店举行，两岸同胞共同

体验博饼文化，同时主办方也推

出了七十周年纪念酒。

建厂70年来，金门酒厂生产

的金门高粱不仅是两岸民众喜爱

的白酒，也是两岸文化、亲情的见

证。金门酒厂（厦门）贸易有限公

司总经理曾资文介绍，在金门高

粱酒酿造的过程中，有许多酿酒

师是来自四川、贵州等地，博采众

长，最终酿造出具有金门特色的

高粱酒。“正因为有这些来自大江

南北的酿酒师傅，才形成了金门

高粱酒‘清中带酱’的特色。”两岸

酿酒师共同酝酿的金门高粱，如

今在大陆越来越畅销。

曾资文告诉记者，他认为大

陆市场广阔，未来将持续深耕，携

手各区域经销商，共同拓宽市场

渠道，擦亮金门高粱酒的金字招

牌。

晨报讯（记者 陈成沛 潘薇

通讯员 王珊珊）一群从台湾跨

海而来的大一学生，在台湾学长

姐的带领下，入乡随俗体验中秋

博饼，共享别样团圆。24日晚，

“我们在一起”厦门市台联“台生

之家”联谊活动，在集美大学吕

振万一楼举行，该校近40名台

湾学生体验传承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中秋博饼，畅叙情谊，

其乐融融。

在场忙前忙后帮着张罗的

台生柯汶静，2018年就入学，现

在已是研究生一年级。学艺术

设计的她还用心为本次交流活

动设计了一张充满喜庆、团圆的

中秋海报。她说，这样的活动，

通过学长姐的经验分享，对学弟

妹进行传帮带，“无论是以后生

活还是学习，相信都会更加顺

畅。”

集美大学学生处境外事务

管理科科长邵智怀介绍，学校有

上百名台湾学生，这次参与者以

刚入学的新生为主。“主要让他

们了解一下闽南文化，因为很多

人都不知道博饼是怎么来的，也

借着这个机会让大家聚一聚，互

相认识。我们也希望跟市台联

多互动，后续在台生就业、台湾

青创等方面有更多联系。”

记者了解到，当前，在厦门

高等院校就读的台湾大学生近

千人。近年来，市台联积极构建

“台生之家”，服务在厦台生，深

入开展台湾青少年工作，已成为

厦台交流交往的一项重要内容，

也是近年来厦门市台联的品牌

工作之一。

晨报讯（记者 潘薇）日前，

漳州台商投资区涉台公共法

律服务工作室揭牌成立，今后

将作为司法行政机关与台胞

台企的沟通桥梁，促进司法行

政机关与台胞台企良性互动，

为台胞台企提供普惠、便捷、

精准、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该工作室的成立，将推动

涉台服务职能前移，通过充分

利用市、区两级法律服务资源

和人才资源优势，扎实有效地

提供公共法律服务，帮助解决

台胞台企在法律援助、权益维

护、就业创业、帮扶解困等方面

遇到的法律问题和诉求，更加

便捷地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

此外，工作室还将积极履

行服务职能，推荐优秀律师担

任台资企业法律顾问，开展律

师所与台资企业“一对一”法律

服务活动，组织律师上门提供

法律咨询，协调辖区涉台人民

调解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等，积极探索创新涉台法律服

务一体化管理机制。

目前，漳州市司法局在全

市共设立13个涉台人民调解

委员会，并于8月与市台港澳

办共同设立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站，在落实台胞台企同等待遇、

维护台胞台企合法权益方面，

形成了一套较为可行的做法经

验和制度规范。

据了解，漳州台商投资区

作为台胞重要祖籍地和台商投

资聚集地，积极探索两岸融合

发展新路径，持续在产业融合、

文化交流、落实同等待遇等方

面下大力气、做足文章，全力打

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

知道根在这里 创业更有动力
台商李岳龙在海沧东坂社寻根，发现明朝王爷赐匾很开心

在一起 同博饼共享团圆乐漳州台商投资区涉台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成立

为台胞台企提供
高效的法律服务

两岸情 博采众长酿出好酒

台商李岳龙博士（右一）在海沧东坂社寻根，发现明朝王爷赐匾。王文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