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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發勇的大蔥以 2.68 米摘得
2024年章丘大蔥狀元桂冠。

香港文匯報濟南傳真

在剛剛舉行的章丘大蔥蔥王比賽中，王金村大蔥種植戶苗
發勇的大蔥以2.68米摘得2024年章丘大蔥狀元桂冠，

再次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紀錄。多次「蔥王」冠軍，兩破吉尼
斯世界紀錄（港稱健力士世界紀錄），就如他的微信暱稱一
樣——「章丘大蔥世界蔥王」。
坐上了苗發勇的三輪車，侯迪豐被載到離着村子不遠處的
蔥田裏。「感覺很神奇，從來沒有見過這麼高大的蔥。」站
在郁郁蔥蔥的蔥地裏，侯迪豐感到新奇。苗發勇拿起刨蔥的
專用工具——條橛（用於穿透土地的農用工具），給侯迪豐
做了示範。
「培蔥的土很軟，用工具把土刨開，雙手用力一拔，大蔥
就出來了。」侯迪豐興奮地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着兩棵大
蔥，「我的身高是1.8米，這兩棵蔥比我高大半頭，應該有2
米左右。」侯迪豐笑着說，章丘大蔥一棵就可以抵十幾棵南
方大蔥了。

偶遇山東教授 品嘗煎餅捲蔥
在苗發勇的蔥田裏，侯迪豐偶遇了來此采風的山東政法學
院教授趙林雲。接過趙林雲遞過來的山東煎餅，侯迪豐也學
着他的樣子，現場剝了一棵大蔥，把蔥白捲在煎餅裏吃起
來。「本來以為會很嗆，沒想到吃起來很清甜。捲上煎餅非
常好吃，就是有點費牙。」侯迪豐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他

是第一次嘗試生吃大蔥，口感有點意外。
坐在蔥田地頭，吃着煎餅捲大蔥，趙林雲向侯迪豐介紹着
章丘大蔥的歷史以及章丘歷史。明朝時期，章丘大蔥已名揚
全國。據明朝嘉靖九年《章丘縣志》記載：「蔥以產女郎山
者為最。」趙林雲介紹，章丘氣候四季分明，女郎山水土豐
沃，適宜喜冷耐旱的大蔥生長。
趙林雲介紹說，章丘大蔥的主要品種是「大梧桐」和「氣
煞風」，不僅高大粗壯，抗倒伏能力強。加之良好的種植技
術，章丘大蔥才會長得又高又大，屢屢打破紀錄。
「趙教授說山東人的性格和大蔥一樣，高大、正直，一清
二白。」侯迪豐對趙林雲的這句話印象深刻，「山東人的確
普遍高大，而且非常熱情。」無論是學長學姐的熱情幫助，
還是舍友們的關心，都讓侯迪豐的心裏暖暖的。

登泰山賞名泉 融入山東生活
來濟南求學已兩月有餘，侯迪豐逐漸適應了學校的學習和

生活。侯迪豐喜歡運動，特別是中長跑，此前已經參加過兩
次半馬比賽。為此在開學前幾天，侯迪豐還和父親挑戰徒步
登泰山，還去了濟南的趵突泉。「下山後，腿已經沒有知覺
了。」侯迪豐笑着說，雖然爬完泰山非常累，但成就感滿滿
的，一覽祖國大好河山。

揮舞着沉重的條橛刨
蔥，扛起兩捆蔥健步如
飛，開着裝滿蔥的三輪
車送了一趟又一趟……
雖已是初冬，苗發勇不
時擦着臉上的汗水。
「『蔥王』還要親自幹
活？」在大家的調侃聲
中，苗發勇一次次扛起
大蔥。
「品種好、土壤好、
水質好、環境好、技術
好，才能長這麼好的大
蔥。」苗發勇向香港文
匯報記者做總結。苗發
勇從20歲就開始跟着父
親種植大蔥，有着30多
年的大蔥種植管理經
驗。苗發勇說，蔥農向
來不擔心大蔥的物候，
最重要的工作是培土和
育種。摘得2024年章丘
大蔥狀元桂冠，再次打
破吉尼斯世界紀錄的大

蔥品種是「大梧桐」，經過他的精心繁育，種出的大蔥不僅
高達2.68米，而且「高大脆白甜」。
據苗發勇介紹，章丘大蔥的蔥白能達到50厘米以上。「深
開溝，高培土」，這是章丘大蔥栽培系統的核心種植工藝之
一。大蔥移栽的時候種在約30公分的溝裏，種植期間要進行5
次至6次培土，到了收穫的時候，深溝變成了壟背，蔥白藏於
土層中進行長高變白的蛻變。
苗發勇隨手拔出一棵大蔥，抖落掉泥土，剝掉蔥皮，掰折

一段蔥白遞給香港文匯報記者。「大梧桐」果然蔥如其名，
蔥白肥大、細嫩，淡辣中竟然有一絲絲清甜。大蔥蘸醬捲上
煎餅，這就是地道的山東風味美食。

品牌價值52.91億 帶動逾十萬人從業
大蔥十月撒種，經過冬天的蟄伏和來年春天的甦醒，到五

六月份，蔥苗便從苗地移栽到大田中，經過兩個月的緩苗期
後，迎來生長盛期。在蔥農們看來，一棵大蔥品相好不好，
要看外皮的手感，以表皮溝壑縱橫者為佳。溝壑深埋地下，
受泥土擠壓形成。苗發勇說，從撒種到收穫，大蔥需要400多
天的時間，種植大蔥就像養育自己的孩子一樣。近30畝大
蔥，平時只有苗發勇和妻子管理，澆水、培土、抗倒伏……
他們基本每天都「長」在蔥田裏。
苗發勇介紹說，每畝大蔥產量一萬斤左右，拋去人工成
本，每畝收益一兩萬元（人民幣，下同）左右。除了山東市
場，他的大蔥主要銷往北京、上海、天津、河北等省市。
目前，章丘大蔥品牌價值達到52.91億元，大蔥種植面積

大約11萬畝，從業人員10萬人以上，成為帶動當地群眾增
收致富的「硬核」產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胡臥龍

港生侯迪豐就讀

的山東工程職業技

術大學，是內地首批十五所本科層次職

業技術大學之一。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查

詢相關招生政策，泉州職業技術大學、

深圳職業技術大學、山東工程職業技術

大學、福州工商學院等多所職業技術大

學於2024年起招收港澳台僑學生，一是

港澳台僑學生可參加普通高校聯合招收

華僑港澳台學生考試，二是台灣學生憑

台灣「學測」「統測」或「分科測驗」

成績報考；三是台灣學生還可參加暨南

大學、華僑大學和福建八所高校的單獨

對台招生項目。

位於濟南市章丘區的山東工程職業技術

大學現在有中心校區、北校區兩個校區，

佔地1,300餘畝，在校生近2.6萬餘人，目

前開設本科專業29個，專科專業43個。

學校近三年畢業生就業率95%以上
據山東工程職業技術大學國際處于鴻

慧老師介紹，2024年該校正式開啟第一

批港澳台學生的招生錄取，共錄取港澳

台僑學生15名，最終到校報到7名，招

收的港澳台學生主要集中在大數據與會

計、電子商務和建築工程三個專業。其

中大數據與會計專業4人、電子商務專

業2人、工程造價專業一人。

于鴻慧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相較來

說，職業技術大學的學生在就業上更有

優勢。山東工程職業技術大學先後與中

國重汽集團、海信集團、海爾集團等

300 餘家企業共建 300 多個校外實習基

地，確保學生優質就業。近三年，該校

畢業生就業率始終保持在95%以上。與

此同時，職業技術學校的專業設置更靈

活、更貼近社會需求，其中香港學生鍾

愛的大數據與會計專業所在的數字財商

服務專業群，屬於山東省高水平專業

群，培養了一批適應數字經濟時代需求

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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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的同學說章丘大蔥比我還高，我特

別想到大蔥產地一探究竟。」動身來到山東

省濟南市章丘大蔥主產區的山東工程職業技

術大學港生侯迪豐，不僅見到了比他還高的

大蔥，還親自體驗了挖大蔥、品嘗大蔥。

初冬時節，章丘區女郎山方圓一千多畝大蔥已進入豐收季。這裏是章丘大蔥核

心種植區，出產的大蔥是全國農產品地理標誌產品。繡惠街道王

金村就位於女郎山腳下，家家戶戶都種蔥，該村種植戶連續多年

斬獲了大蔥狀元稱號，王金村也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大蔥「狀元

村」。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胡臥龍 濟南報道掃碼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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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迪豐展示自己挖出來的大蔥侯迪豐展示自己挖出來的大蔥。。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攝攝

●●侯迪豐在田間拔大蔥侯迪豐在田間拔大蔥。。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攝攝

探訪全國農產品地理標誌產地章丘

港生山東奇遇記：
挖大蔥識歷史

●馬龍（右）29日下午前往「中國文化大學」參訪，與馬
英九（左）為乒乓球交流環節開球。 中新社

●29日，大陸高校師生團前往台灣陽明交通大學參觀，並
與台灣高校學生進行音樂交流。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由清華大學黨
委書記、校務委員會主任邱勇院士率領的大陸高
校師生赴台訪問團一行40人，29日先後前往陽
明交通大學和「中國文化大學」參訪，開展教
育、體育、文藝等領域交流，兩岸青年學生親密
互動，氛圍溫馨熱烈。

陸生分別表演小提琴葫蘆絲
陽明交通大學學生黃毓珊演奏小提琴曲歡迎大
陸嘉賓，清華大學學生李澤森與福建師範大學學
生于書涵分別演奏小提琴與葫蘆絲曲目致贈全
場。兩岸青年以樂會友，其樂融融。
「音樂是最好的溝通橋樑。」李澤森用小提琴
演奏了經典名曲《梁祝》，熟悉的旋律讓在場兩
岸師生沉浸其中。他說，兩岸同學們用音樂開展
交流，搭建了友誼的橋樑。
于書涵身着傳統馬面裙，用民族樂器葫蘆絲演
奏《月光下的鳳尾竹》，輕快而富有民族特色的
樂曲令在場師生們陶醉。演奏結束後，現場有人
提問：「可以講講葫蘆絲的歷史嗎？」于書涵娓
娓道來，介紹了這一少數民族樂器的知識。下場

後，有台灣同學好奇地想要近距離看看葫蘆絲的
模樣，于書涵欣然作了展示。她說，葫蘆絲是一
種小眾的民族樂器，希望更多人了解它。
下午，大陸師生移師陽明山另一側的「中國文
化大學」，參觀該校博物館、圖書館、校史館，
並就「AI時代下，大學生的學習與生活」及兩
岸高等教育等議題與該校師生交流座談。
在文大體育館，大陸師生參觀了該校體育系訓

練場館，並進行了武術和乒乓球交流。
文大同學表演了八段錦、太極拳、羅漢拳、劍
術及金鷹拳等傳統武術，盡顯中華武學的博大精
深和在台灣的傳承發展。金鷹拳相傳為岳飛訓練
士兵的拳法，曾在福建一帶廣為流傳，後隨來台
開墾的先民傳入寶島，落地生根、發揚光大。大
陸學生則以形意拳和扇舞表演相應和。

馬英九馬龍為乒乓球交流開球
隨後，馬英九先生和奧運冠軍馬龍為當天交流

活動的壓軸節目——乒乓球交流體驗開球，獲得
滿堂喝彩。馬龍、邱勇與文大校友、台灣乒乓球
好手蔣澎龍、陳思羽組隊對賽，精彩紛呈。接

着，馬龍和蔣澎龍上演「雙龍會」，讓全場大飽
眼福。主持人笑問「大家有沒有看夠」，引來全
場高呼「沒有」。最後，馬龍與文大乒乓球隊合
影，並為他們簽名留念，許多台灣青年學生久久
不願散去。
文大學生黃柏澄說，這次交流活動讓他親眼看

到了之前只在電視上看過的馬龍，「龍隊」跟想
像中的一樣帥。他希望兩岸學生能有更多交流互
動，也希望有更多機會與大陸金牌選手面對面交
流。
「今天是與蔣澎龍第一次交手。他是我的前
輩，是非常優秀的乒乓球選手。」馬龍說，一直
很想來台灣參觀、學習、交流， 「第一次來到
這裏，非常開心，感謝有這個機會」。
暮色降臨，華燈亮起，在文大體育館觀景平台
俯瞰台北市區，璀璨夜景呈現在兩岸師生眼前，
歡聲笑語飄蕩在華岡之上。
馬英九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蕭旭岑說，大陸師生
都表示很喜歡台灣，有深厚的情感連結；兩岸教
育交流絕對不能斷，要讓更多兩岸同學交流互
動。

陸高校師生團訪台高校 文體互動其樂融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