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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建市70周年——

台胞看株洲：
投身福地，见证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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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台湾表妹”李乔昕点赞大陆防疫、表白祖国，相关视频
在网络流传，被网友持续热议。

其实在株洲，也不乏投身神农福地、见证株洲蝶变的台胞。
湘江潮涌，波澜壮阔。1951年，株洲建市，经历七十载春华秋

实，从人口七千的小镇，跨越发展为生态宜居的工业新城。1987
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从此，台胞来株探亲、投资创业、祭祀炎帝
神农等，血脉相连的情谊越发深厚。

最初呈现在台胞眼前的株洲，或许有些“土”，但乘着改革开放
的浪潮砥砺前行，株洲的变迁一次次让他们惊艳。

这次，我们选取在株台胞代表，讲述他们与株洲的故事，展现
他们眼中的株洲蝶变。

核心提示

人们对幼教的重视，与先进幼教理
念的接受度，折射一座城市的现代化程
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在株洲，由台商李秀娥创办于 2002
年的小哈佛幼儿园，已然成为株洲幼儿
教育界的名片，并将影响力向长株潭辐
射，在全省共有近 20家分园。

首家小哈佛美语幼儿园，创建于河
西富绅家园。回忆 2002 年建园的经历，
李秀娥直呼“不容易”。当时，在台湾积累
了丰富幼教经验的李秀娥，经朋友介绍
来到株洲，决定投资修建幼儿园。

此前，她辗转考察了厦门、珠海等沿
海城市，发现市场都接近饱和，而株洲虽
然每个厂矿都有自己的幼儿园，但私立
幼儿园很少，幼教市场还是一片蓝海。

从 2002 年 6 月开始装修，大小难题
接踵而至：装修阶段，师傅们不会将砖块
贴出错落有致的图案，因为从没那样贴
过；开园初期，由于经常停电，园里自备
发电机发电；总有家长担心他们收了钱
会跑……

“最难的是改变人们的幼教理念。”
李秀娥说，她把台湾的先进教育理念带
到株洲后，开创了株洲幼教领域的多项

“第一”：第一个配备儿童马桶，第一个使
用黄鼻子校车，第一个设立毕业典礼，等
等。当初她推行这些做法时，屡屡受阻，
如今却已变得十分普遍。

多年来，李秀娥看到了株洲幼教领
域的蓬勃发展，也见证了河西发展的突
飞猛进，以及株洲环保理念、环境质量的
显著改善。

“刚来时，跨江的二桥还没建好，河
西看不到几栋高楼，路很窄，幼儿园的供
电也不稳定。现在，河西高楼大厦很多，
八桥正在修建，每天晚上，湘江两岸灯火
辉煌。”李秀娥感慨地说。

让她印象深刻的，还有环境的变化，
“起初清水塘那边好多烟囱，经常冒黑
烟，湘江的水有时也是黑的，现在空气质
量变好了，水变清了，湘江风光带每天都
有很多市民散步，满满的幸福感。”

李秀娥坦言，作为在株创业的台商，
她深感株洲市台办、各级相关部门对台
商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在我们创业发
展的每个阶段，他们都在用心帮忙解决
难题，给予信心。这样的株洲，让我们台
商不虚此行；这样的株洲，明天必将更加
美好。”

李秀娥：
打造幼教品牌，目击城市提质

来株洲十多年，台商萧辰晏已经爱
上这座城市。

株洲天元区天易科技城自主创业
园，株洲盈定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忙着安装设备，检试
设备性能，紧张有序地推进工作。该公司
负责人萧辰晏，早早来到车间检查生产
情况。

“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能吃苦，公
司的生意也越来越好。”萧辰晏一边走
向办公室，一边介绍。办公室的墙上，挂
满了公司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株洲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奖
项、荣誉。

萧辰晏说，公司 2005年通过招商引
资来到株洲，专门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
研发、制造、销售，服务国内外铅酸蓄电
池生产厂家。经过 16 年发展，公司如今
做到上亿元的产值。“现在，我们的产品
不仅畅销国内，还卖到了沙特阿拉伯、越
南、保加利亚等国家，国外市场正进一步
打开。”她笑着说。

“我和丈夫来株洲那年，株洲大道还

没竣工。”萧辰晏记得，彼时的株洲河西
开发不久，他们在高新区栗雨工业区建
设了第一个工厂，生产铅电池。当时的生
产靠人力，产能十分落后，交通运输也并
不便利。

国内劳动力资源日趋紧缺、成本不
断上涨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的铅酸蓄
电池厂家向智能自动化转型，是大势所
趋。“公司正在智能制造上做文章，最大
限度降低工人劳动强度、企业用工成本
和提高产品质量。”萧辰晏介绍。

来株洲多年，萧辰晏欣喜地看到，
“从营商环境到人居环境，株洲发展得越
来越好了。”以前办一件事要跑好几个地
方，现在“最多跑一次”，效率大大提高。
株洲经过“创文”“创卫”越来越漂亮，绿
化面积大幅度提升，街道更加干净整洁，
一座环境优美、动力强劲的城市展现眼
前。“作为多元化的移民城市，株洲有人
情味，也很开放和包容。”她说。

作为较早来株投资办厂的台商，萧
辰晏已在株洲定居。对她来说，株洲是她
的福地，也是她的“第二个家”。

萧辰晏：
来株投资办厂，体验营商环境优化升级

天元区嵩山路，台湾整脊专家白棋
安创立的白棋安脊椎调理整复中心，见
证了株洲人健康养生意识的提升。

白棋安是台湾省南投县人，曾拜台
湾国术大师孙如明为师，研习中医药和
传统整复医术，又博采众长，形成独此一
家的白氏整复术。

2007年，白棋安经历一段失败婚姻
后，在朋友鼓励下注册了 QQ 号，第一个
添加好友便是株洲的邓姐。日久生情，两
人后结为伉俪。邓姐身患多种病症，随时
随地可能晕倒。他一得知就从台湾飞到
爱人身边，在两三年内以自身所学帮助
邓姐逐渐康复。

后来，白棋安就和邓姐一起开店，为
患有肩颈劳损、腰椎间盘突出的株洲人
解除病痛，逐渐积攒起口碑与人气。2013
年 9 月，知名主持人汪涵邀请他录制湖
南经视王牌节目《越策越开心》，让整脊
专家白棋安名扬湖湘。2015年，他被湖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聘为顾问专
家。2018年起，他又受聘为湖南省中医药
高等专科学校教授。

“养生先养骨，养骨脊椎始”，来株十
余年，白棋安始终在提醒大家，人体 80%
的疾病来源于脊椎错位，“上医治未病”，
若平时注意行走坐卧、饮食作息等生活
习惯，很多病症都不会出现。

白棋安开店的这些年，各行各业
对健康的重视也在增强。常年奔走的
公安干警、久坐驾驶的公交司机、长期
面对电脑的上班族等，这些群体所在
的政府单位及企业，都曾邀请白棋安
前去讲座，传授相关健康知识与简易
推拿手法。

“生活相对富裕后，人们才会关心治
疗亚健康状况。我相信，有了更为强健的
体魄，株洲人会把株洲这座城市建设得
更美好、更繁荣。70岁的株洲，正是意气
风发、奋发有为的时候。”白棋安说。

白棋安：
在株整脊十余年，见证健康意识提升

接续文脉，绽放新彩。
醴陵瓷谷的“大师工坊”，年过

六旬的台湾艺术家关兰，手持瓷杯
轻轻相叩，叩击声清澈、通透。“你
看，醴陵釉下五彩瓷兼具白如玉、明
如镜、声如磬、薄如纸、彩如虹等特
质，精美非凡。”她兴致勃勃地介绍。

关兰祖籍广东阳江，生于香港，
自幼随父亲、岭南隔山画派重要传
人关保民习画，后考入台湾师范大
学美术系，全家随她迁居台湾。上世
纪八十年代，关兰和父亲在台湾创
办的“隔山画馆”率先与大陆合作画
展，此后又促成关山月、赵少昂等大
陆画家在台湾办展，引起强烈反响。

与醴陵釉下五彩瓷相遇，是在
2012年。当时，关兰随祖籍益阳的丁
志兴回乡探亲，在长沙偶然看到了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展览。“美得让我

‘惊为天人’。”关兰回忆。
很快，关兰便来到醴陵，不断摸

索实践，潜心绘瓷。从纸上作画到立
体绘画，从对瓷器一窍不通到掌握烧
窑等各类知识，关兰将平生所学妙用
于瓷画，烧窑的微妙化学反应又为她

的画作增光添彩。“我的艺术生命在
这翻开了新的篇章，创作越久，越觉
得还有许多艺术表现形式去展示中
华传统文化之美。”关兰说。

2013 年，关兰的瓷画作品在醴
陵首展，题为《中国彩 中国心》。2016
年，她又汇集诸多得意之作《瓜蝶绵
绵》《蒙德里安遇见青花》等，在长沙
举办题为“活色生香”的展览。业内
专家认为，关兰在题材内容和表现
手法上，丰富了醴陵釉下五彩的创
作体系。

来醴陵近 10 年，关兰也见证了
醴陵的巨大变化。

她看到，醴陵瓷谷建成运营，并
多次举办国际陶瓷博览会，吸引了
世界各地陶瓷爱好者的目光。她看
到，“瓷城古韵 一江两岸”项目的打
造，让渌江沿江风光带成为居民休
闲的好去处，青云桥建成后，又连接
起了新旧城区。

“这些年，醴陵越来越漂亮宜
居，居民也越来越幸福了。”关兰说，
用一句话来概括她的感受就是：“好
山好水好生活，好瓷好彩好创作。”

关兰：
隔山画艺遇醴瓷，“好瓷好彩好生活”

两岸同根，山水同秀。
炎陵大院农场，海拔约 1600 米

的龟龙窝，移植自台湾台中市雾峰
区的“软枝乌龙”茶，新生为“大院乌
龙茶”“龟龙窝红茶”等优秀茶品。品
牌创始人、台商古胜潭，1997年经朋
友介绍来到炎陵后，事业也逐渐重
获生机。

从 46岁到 70岁，古胜潭坚守龟
龙 窝 24 年 ，开 辟 高 山 茶 园 近 1500
亩，助力大院龟龙窝生态茶园入选

“湖南十大最美茶园”。茶园生产的
高山乌龙茶、红茶享誉全国和东南
亚，多次在全国“中茶杯”“国饮杯”
夺奖，并摘得国际“亚太杯”等名优
茶评比特等奖、金奖等。

在株创业 20 余年，古胜潭事业
取得成功，也亲历了炎陵这些年的
巨变。

最初，古胜潭在龟龙窝创业的
条件非常苦：自己搭建木房子，经常
没电，晚上只能点蜡烛照明。那时山
上也没信号，他和家人通电话只能

跑到 8公里外的村民家去接听，而那
是离茶园最近的一户人家。

渐渐地，古胜潭看到：上山的路
从小土路变成砂石路，变成水泥路，
并且拓宽了。开车到县城，只需一个
多小时，在山上生活挺方便，用电不
愁，掏出手机就能打电话。

古胜潭与村民们建立了深厚情
谊，他的茶园也带动了当地脱贫及种
茶产业的发展。对古胜潭，村民总会亲
切地称呼“古老先生”。去年疫情发生
后，他过完年从台湾回来要居家隔离，
村民们给他送食物、嘘寒问暖，“让我
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古胜潭说。

随着种茶规模扩大，现有的制
茶厂已不能满足生产需求，古胜潭
正在寻求市、县相关部门，以及大院
农场等方面的支持，选址建设现代
化、标准化的制茶厂。

对茶园的前景，对炎陵的发展，
古胜潭充满信心，“未来的龟龙窝和
炎陵，肯定会越来越好，越变越美。”
古老坚定地说。

古胜潭：
移栽高山好茶，亲历山乡巨变

在炎陵县城，叶晓云是嫁到这
15年的“台湾媳妇”。如今，她能听懂
炎陵方言、做艾叶米果等特产美食，
几乎成了半个炎陵人。

与 丈 夫 陈 孝 武 相 遇 ，是 在
2005 年 底 ，23 岁 的 叶 晓 云 机 缘 巧
合 地 来 到 炎 陵 度 假 ，而 陈 孝 武 正
是她的导游。

那次到炎陵度假后，陈孝武添
加了叶晓芸的 QQ，从此嘘寒问暖、
经常关心，双方渐渐产生情愫。当叶
晓云告诉父母，她想和陈孝武结婚，
父母起初强烈反对。“他们那时觉得
大陆很落后，炎陵又偏远，我是‘被
骗了’。”她笑着回忆。

在叶晓云和陈孝武的坚持下，
父母默认了他们的婚事。2006年，他
们结婚，如今已拥有 2个孩子。

嫁到炎陵后，叶晓云被一家人
宠着，婆婆几乎从不让她干重活，丈
夫也不和她红脸吵架。“她大老远跑

过来嫁给我，父母又不在身边，我不
能让她受委屈。”陈孝武说。

来炎陵 10 多年，叶晓云见证了
炎陵、大陆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前
的炎陵，路窄、楼矮、车少，没什么产
业，现在道路宽敞整洁，经济和文化
等方面都有了很好的发展，说起炎
陵黄桃，大家都知道。”她说。

曾经反对叶晓云嫁到炎陵的父
母，后来也来了一趟炎陵，直夸炎陵
山水秀美，县城整洁漂亮。

叶晓云观察到，家族里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考大陆的大学，或者到
大陆来找工作，而这在台湾也是一
种趋势。“相比发展到瓶颈阶段的台
湾，大陆给了他们更大的就业与成
长空间。”她说。

“从炎陵看株洲，从株洲看大
陆，这些年的变化翻天覆地，两岸一
家亲，希望祖国能继续繁荣昌盛，越
来越富强。”叶晓云这样祝愿。

叶晓云：
嫁到“落后”山区，幸福眼见为实

◀ 台 商 、小 哈
佛幼儿园品牌创始
人李秀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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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株洲盈定
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萧辰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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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记者/俞强年 摄

◀ 台 商 、白 棋
安脊椎调理整复中
心负责人白棋安。

房昭旭 摄

▶台湾艺术家关
兰（左）与丈夫丁志兴
在鉴赏瓷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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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商 古 胜 潭
在 炎 陵 大 院 龟 龙 窝
种出高山好茶，创业
坚守 24年。

株洲日报·掌上
株洲记者/李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