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人、孩子和朋友都在這裏，所有的牽掛也在這裏，新疆現
在就是我的家。」 來自台灣的 「甜妹」 潘姵蓉說。從11年

前隻身跨越4000公里進疆 「西遊」 ，到收穫愛情、成家生娃；從
微商起步售賣甜品，到成立自己的 「PANCAKE 潘潘私宅甜

品」 店……她一路走來，扎根祖國邊疆，在天山腳下
傳遞 「甜蜜」 。

「如果不是親自來大陸，不可能真正體會這邊的風土人
情。大陸社會對台胞的接納度和包容度非常高，尤其新疆，更
是一個多元文化並存的地方。」 台灣 「甜妹」 潘姵蓉向大公報
記者表示，她在新疆創業快十年了，基本沒有遇到什麼難纏的
客人，反而收穫了很多友情。此外，她目前有聯繫的在疆台胞
也達到近200人，其中不少人已經在這裏生活了很長時間。

定居新疆這個著名的瓜果之鄉後，潘姵蓉逐漸接觸到了不
少以前從未見過的水果，體驗到了在日照時間長、晝夜溫差大
這種特殊氣候條件下成熟水果的高品質。這對於熱愛製作甜品
的她來說 「如虎添翼」 ，手中的甜點也因 「遇見」 了新疆水果
而有了不同的味道。

潘姵蓉嘗試將新疆當季水果融入法式甜點，6月的白杏、
7月的提子、8月的蟠桃，都成為她的優選食材。如一款名為
「原來是蟠桃呀」 的夏季甜品，就是將新鮮蟠桃的果醬和果

肉裹入白巧克力，再用手工將巧克力捏成蟠桃形狀。

從最初
飛來新疆 「西遊」 ，

到定居烏魯木齊之後利用
空閒時間深入南北疆遊玩，天

山南北雄偉壯闊的雪峰、草原、
沙漠、湖泊，讓潘姵蓉深深愛上了

這片地處亞歐大陸中心的寶
地。美景之外，新疆美食

更是潘姵蓉的最愛。特別
是哈薩克族風味的馬肉
那仁（用馬肉和不同種類
的麵條製成），更是讓她

「恨不得一
天三頓都吃這個」 。

作 為 外 來 的 「吃
貨」 ，潘姵蓉也曾因自己的口
音而鬧出笑話。剛來烏魯木齊
時，她想體驗一回新疆女孩最愛吃

的爆辣米粉，又擔心太辣吃不
了，便同米粉店老闆比畫
着說： 「我的米粉，辣，
一點點哦。」 結果對方以
為她想要炒米粉的味道
「辣一點」 ，便做了一份
辣度超過爆辣的 「激情
辣」 。 「我搭配着饢吃了
一整天，真的是超辣，但

感覺挺爽。」 潘姵蓉說。

天
山
腳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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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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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激情辣
最
愛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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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採
用
新

疆
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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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艷
的
陽
光
灑
進

P
A
N
C
A
K
E

潘
潘
私
宅
甜
品
店
，

隨
着
顧
客
的
出
入
，
掛
在
門
口
的
風
鈴

叮
噹
作
響
。

﹁歡
迎
光
臨
！
請
隨
意
看
看
。

有
需
要
隨
時
叫
我
…
…
﹂
﹁請
慢
走
，
歡
迎

下
次
光
臨
…
…
﹂
小
店
的
主
人
潘
姵
蓉
微
笑

着
迎
送
顧
客
。
新
疆
人
的
身
形
、
台
灣
腔
的

口
音
，
讓
不
少
顧
客
頓
生
好
奇
之
心
。

﹁漂
流
瓶
﹂牽
線
成
為
媒
人

二○

一
二
年
底
，
台
青
潘
姵
蓉
第
一
次
接
觸
到
某
款
社
交
軟

件
中
的

﹁漂
流
瓶
﹂
功
能
。
看
着
許
多
人
在
虛
擬
漂
流
瓶
裏
傾
訴
苦

惱
、
分
享
快
樂
，
她
也
在
自
己
的
第
一
個
漂
流
瓶
中
寫
下
：
希
望
可
以

真
心
交
到
朋
友
。
沒
想
到
，
這
個

﹁漂
流
瓶
﹂
被
新
疆
青
年
夏
斌

﹁撿
﹂
到
，
由
此
開
啟
了
兩
人
的
愛
情
之
旅
。

一
個
身
在
祖
國
東
南
方
的
寶
島
，
一
個
地
處
祖
國
大
西
北
的
邊
疆
。

不
同
的
成
長
環
境
，
讓
兩
人
對
各
自
的
生
活
充
滿
好
奇
，
也
有
了
聊
不
完

的
話
題
。
二○

一
三
年
三
月
，
潘
姵
蓉
受
邀
隻
身
飛
到
烏
魯
木
齊

﹁西

遊
﹂
，
跟
夏
斌
﹁奔
現
﹂
的
那
一
刻
便
有
些
心
動
，
﹁這
裏
的
男
生
都
好

高
，
好
有
安
全
感
。
﹂

接
下
來
的
日
子
裏
，
夏
斌
帶
着
潘
姵
蓉
遊
玩
了
烏
魯
木
齊
及
周
邊
景

區
，
品
嘗
了
烤
肉
、
烤
包
子
、
抓
飯
等
新
疆
特
色
美
食
。
貼
心
周
到
的

安
排
，
讓
潘
姵
蓉
更
加
全
面
深
入
地
認
識
了
這
個
網
友
。

﹁他
不
太
會

說
甜
言
蜜
語
，
但
會
用
行
動
表
達
對
我
的
照
顧
和
關
愛
。
自
己
對
生
活

事
業
也
有
清
晰
的
目
標
和
規
劃
，
感
覺
是
個
值
得
託
付
終
身
的

人
。
﹂
潘
姵
蓉
回
憶
說
。

回
到
台
灣
後
，
又
經
過
一
年
的
交
往
、
觀
察
，
潘
姵
蓉
決
定

到
新
疆
去
，
同
夏
斌
結
婚
，
並
定
居
烏
魯
木
齊
。
生
怕
女
兒
受

騙
的
母
親
強
烈
反
對
，
幾

乎
要
斷
絕
母
女
關
係
。
潘
姵
蓉
對

個
人
的
愛
情
卻
是
無
比
堅
定
。
直
到
婚

後
帶
着
夏
斌
回
台
灣
探
親
，
潘
姵
蓉
的

母
親
才
認
可
了
這
個
高
大
帥
氣
的
女
婿
。

微
商
創
業
圓
甜
品
師
夢
想

潘
姵
蓉
在
台
灣
曾
於
當
地
的
烘
焙
品
牌
連
鎖
店
從
事
甜

品
師
的
工
作
。
她
的
夢
想
是
開
一
個
屬
於
自
己
的
烘
焙
店
。
來

烏
魯
木
齊
定
居
後
，
她
將
自
己
製
作
的
甜
品
送
給
身
邊
朋
友
，
發

現
大
家
都
很
喜
歡
，
而
當
時
烏
魯
木
齊
的
市
場
上
也
缺
少
台
灣
風

味
的
甜
品
，
於
是
她
成
立
了
自
己
的
甜
品
工
作
室
，
購
買
了
商
用
二

手
烤
箱
等
設
備
，
開
啟
創
業
之
路
。

那
個
時
候
，
通
過
社
交
網
絡
銷
售
產
品
的
方
式
正
蓬
勃
興
起
，
新

疆
湧
現
出
一
批
自
主
創
業
的
微
商
。
潘
姵
蓉
也
選
擇
了
這
種
方
式
，
點

對
點
推
廣
、
送
貨
上
門
，
從
最
初
的
每
天
只
有
兩
三
個
訂
單
一
步
步
成
長

起
來
。
其
間
，
她
更
加
感
受
到
新
疆
人
的
熱
情
。
﹁一
些
做
烘
焙
的
同
行

毫
不
吝
嗇
地
跟
我
分
享
優
質
的
原
材
料
，
喜
歡
我
甜
品
的
客
人
常
常
邀
請

我
在
家
裏
吃
飯
。
﹂
尤
其
對
方
得
知
這
個
新
疆
媳
婦
是
台
灣
人
，
更
是
用

各
種
地
產
美
食
﹁投
餵
﹂
，
以
至
於
原
本
苗
條
清
秀
的
潘
姵
蓉
慢
慢
改
變

了
身
形
，
﹁雖
然
長
胖
讓
我
苦
惱
，
但
還
是
感
覺
很
幸
福
。
﹂

創
業
過
程
中
，
潘
姵
蓉
結
識
了
不
少
志
同
道
合
的
朋
友
。
如
今
甜

品
店
的
合
作
夥
伴
翟
晶
晶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
翟
晶
晶
說
，
潘
姵
蓉
對
待

甜
品
和
烘
焙
的
苛
刻
要
求
讓
她
印
象
深
刻
。

﹁她
希
望
給
顧
客

的
甜
品
必
須
是
高
品
質
的
，
在
材
料
和
製
作
上
一
點
都
不
能
馬

虎
。
﹂
因
着
對
品
質
的
追
求
，
潘
姵
蓉
甜
品
工
作
室
的
回
頭
客

佔
了
九
成
。
二○
二
一
年
開
實
體
店
之
後
，
門
店
營
業
額
也
達

到
了
原
來
工
作
室
的
八
倍
之
多
。

▲台青潘姵蓉用心地製作甜品。

▲

台
青
潘
姵
蓉
在

烏
魯
木
齊
開
設
的

烘
焙
店
。

◀台青潘姵蓉
一家三口在新
疆生活融洽。

責任編輯：朱瑞宜 美術編輯：譚志賢

上海舉行紀念黃埔軍校百年大會：反獨促統 推進祖國統一
【大公報訊】記者張帆上海報道：

「我今年105歲了，我深深感謝黃埔軍校
對我的教育。我也下定決心，儘管我年
紀大了，但我要為祖國統一，振興中
華，奮鬥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 23日上午，黃埔16期生，上海市
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夏世鐸鏗鏘有力
的聲音迴盪在上海友誼會堂，令全場動
容。當天，由黃埔軍校同學會、上海海
外聯誼會指導，上海市黃埔軍校同學會
主辦的紀念黃埔軍校建校100周年座談會
在此舉行，來自大陸（內地）、港澳台
的黃埔校友、黃埔後人和專家學者200餘
人匯聚一堂，緬懷黃埔精神。大家一致

表示，要準確把握黃埔精神的時代內
涵，引領海內外同胞涵養家國情懷，秉
持民族大義，廣泛凝聚統一共識。繼續
以黃埔情緣為紐帶，為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和祖國統一貢獻黃埔同學及親屬力
量。

座談會上，黃埔1期生、黃埔軍校同
學會第一任會長徐向前元帥之子徐小
巖，上海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
市中共黨史學會會長忻平，黃埔4期生謝
晉元將軍之子、上海市黃埔軍校同學會
顧問謝繼民，黃埔2期生胡靖安將軍之
女、香港大中華會主席胡葆琳，澳門辛
亥．黃埔協進會創會會長朱月霞，台灣

黃埔組織代表分別交流發言。
6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為黃埔軍校

建校百年發來賀信，引起黃埔校友的熱
烈反響。

黃埔軍校同學會秘書長路曉峰表
示，要切實把賀信精神轉化為推動反
「獨」 促統事業發展的強大動力，轉化
為全體黃埔同學及親屬推進祖國統一大
業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

路曉峰對於黃埔精神的現實意義談
了四點體會。他認為，新時期一是要共
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二是
要共同反對 「台獨」 分裂和外部勢力干
涉。三是要共同推動祖國和平統一大

業。四是要共同增進台灣同胞利益福
祉。

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上海海外
聯誼會副會長王玨在會上表示，上海與
黃埔軍校淵源深厚，與黃埔師生情緣綿
長。上海要深刻學習貫徹落實習近平
總書記賀信的精神，永遠銘記這段歷
史，鞏固團結奮鬥的思想根基。

王玨指出，上海市黃埔軍校同學會
成立近40年來，始終秉持建會的宗旨，
開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營造了
兩岸一家親黃埔一家人的生動局面。新
征程上，上海更要廣泛的團結海內外黃
埔同學及親屬，共同把握歷史大勢，堅

守民族大義，堅定反 「獨」 促統，強化
「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的家裏事，當然
也應該由家裏人商量着辦」 的認知。

兩岸青年：繼承先輩遺志
座談會現場，還舉行了 「百年新征

程：黃埔精神與祖國統一」 主題活動，
來自滬港台三地的四對嘉賓，圍繞 「傳
承」 這一主線，聚焦 「品讀初心」 「勇
擔使命」 進行主題交流，分享黃埔先輩
「愛國、革命」 的事跡，講述以黃埔情
緣為紐帶促進兩岸交流、繼承先輩遺志
投身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服務上海高質
量發展和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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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孩子和朋友都在這裏，所有的牽掛也在這裏，新疆現
在就是我的家。」 來自台灣的 「甜妹」 潘姵蓉說。從11年

前隻身跨越4000公里進疆 「西遊」 ，到收穫愛情、成家生娃；從
微商起步售賣甜品，到成立自己的 「PANCAKE 潘潘私宅甜

品」 店……她一路走來，扎根祖國邊疆，在天山腳下
傳遞 「甜蜜」 。

大公報記者 應江洪（文）、（圖） 漂
流
4000公里遇見愛

情

扎
根新疆展開烘焙人生

台青潘姵蓉
設計的特色
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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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寬大的臉盤、圓潤的
身材、俏皮的表情……以中國水墨風格設計的 「國潮」
IP 「我不是胖虎」 ，近日在台北一家商場內開設主題快
閃店。憨態可掬的東北虎形象以蠢萌 「反差感」 吸粉島
內民眾前來 「打卡」 ，售賣的數十種IP周邊文創產品也
頗受青睞。「喜歡『胖虎』好幾年了，萌萌的，很可愛，今天
是和朋友專程過來買一些周邊的。」 台北市民王小姐是
「胖虎」 的忠實粉絲，在社交軟件上經常使用 「胖虎」
的表情貼圖，她覺得除了討喜的形象外，將水墨元素融
入形象的塑造中令這個流行IP更多了幾分 「高級感」 。

「國風」 與 「潮流」 的結合精準戳中台灣年輕人的
審美。 「國潮」 IP將中華傳統元素融入潮流產品當中，
涵蓋影視、漫畫、遊戲、食物、穿搭等多方面。隨着大
陸 「國潮」 IP的不斷創作出新，以及盲盒、手辦等文創
業態的快速發展，島內民眾尤其是年輕人群體也被 「國
潮」 的魅力 「圈粉」 。

兩岸流行文化毫無「時差感」
「過去日本動漫和迪士尼的IP在台灣是主流，而近

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台灣年輕人開始追 『國潮』 、看 『國
漫』 、穿 『新中式』 。」 長期穿梭兩岸的台灣文化設計
師梁海騰說，台灣流行 「國潮」 有很夯實的社會基礎，
一是因為台灣將中華元素融入文創的嘗試行之有年；二
是因為中華文化是刻在台灣民眾DNA裏不可磨滅的烙
印。

近年來，《甄嬛傳》《慶餘年》等電視劇在島內走
紅，同時小紅書、抖音等社交平台在島內的使用也逐漸
普及。梁海騰認為，這讓兩岸同胞尤其是兩岸年輕人群體，在審
美、流行文化等方面毫無 「時差感」 。

大陸 「漢服熱」 也吹進寶島，台灣中華漢服文化創意發展
協會等民間團體在島內積極推廣漢服文化，形成越來越蓬勃發展
的趨勢。漢服愛好者們會在端午、中秋、春節等傳統節日展示、介
紹漢服搭配，越來越多上班族在日常穿搭中也會融入漢服元素。

台灣中華翰維文化推廣協會理事長陳春霖告訴記者，近年來
只要在島內舉辦古代服飾展覽，就會有成群結隊的年輕人穿着漢
服來參觀，他們的服飾搭配很專業，有準確的時代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