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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北海岸一日遊」鄉親留下美好回憶

歡迎新會員郭奕生鄉親等 4 員加入本會大家庭
（本刊訊）本會 110年 11月 28日第 24届第 4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經審核通過之基本會員有郭奕生鄉親 1人，榮譽
會員有楊政道、劉春妮及姚若壇鄉親等 3人。
以上會員如有未繳交入會費新台幣三百元及 110年常年會

費三百元者，請至本會繳交或至郵局辦理劃撥，本會郵政劃
撥帳號為：戶名－台北市大埔縣同鄉會，帳號－ 18849511。
「書法國畫班」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恢復授課
（本刊訊）因新冠疫情趨緩，本會「書法國畫班」自 111

年 1月起恢復授課，上課時間為每週四下午 2時 30分，第一
次上課日期為元月六日，歡迎有興趣學習書法國畫的會員鄉
親報名參加，額滿為止。
111 年元月 22 日本會舉辦「醫學保健講座」 請報名參加
（本刊訊）本會預定於 111年 1月 22日（星期六）下午 3

時至 5時假會館 3樓，舉辦「醫學保健講座」，邀請國內知
名之梁文深醫師擔任講師（具有中、西醫師資格），梁醫師
將以「提升自癒力的銀髮族養生法」為主題，為鄉親健康把
關。歡迎理監事及會員鄉親自由報名參加，額滿為止，本會
將不再另發通知。

111 年 2 月 6 日（大年初六）本會舉行新春團拜
（本刊訊）本會將於 111年 2月 6日（星期日，大年初六）

上午 9時 30分至 11時在會館（台北市羅斯福路 3段 156號
3樓）舉行新春團拜活動，屆時除了敬備茶水、糖果及應景
水果外，凡到會參加團拜鄉親，將贈送每人紅包（200元）
一個，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敬請會員鄉親踴躍參加；本次
活動不再發函通知，以本刊報導為據。
本會第 24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啟事
（本刊訊）台北市大埔縣同鄉會第 24屆第 3次會員大會暨

鄉親團拜活動將訂於 111年 2月 26日（星期六）上午 10時
在台北市國軍英雄館一樓舉行，請各位鄉親於當日攜帶身分
證及開會通知單按時報到；本次會員大會除了聚餐聯誼外，
並安排頒發獎學金，請大家務必預留時間，踴躍參加。
附記： 有關大會開會通知單定於 111年 2月 10日前寄發；請

查收並準時出席。
本會理事長再次當選會館大樓社區副主任委員
（本刊訊）黃東祥理事長再次當選大樓（台大 OPUS 

ONE）社區第 4屆管委會副主任委員，任期 2年。（自 111
年 1月 1日起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本 會 重 要 啟 事

（本刊訊）為促進會員間之情感
交流，聯絡鄉誼，本會在活動組委員
會精心策劃下，於 110年 11月 13日
（星期六）舉辦金山、北海岸等地區
一日遊活動，前往「金山遊客中心」、
「獅頭山及好運道步道」、「神祕湖」
等地區，讓鄉親們度過一個快樂又值
得回憶的旅遊假期。
一、氣候怡人，熱情參與

清晨起床，氣候怡人，感謝熱情參與今日
旅遊的 100餘位鄉親，於當日上午 8時前全部
準時報到，並在黃東祥理事長帶領下，三輛遊
覽車緩緩啟動，歡樂的前往旅遊目的地。
二、參觀「金山遊客中心」

金山遊客中心位於金山獅頭山公園之入
口，是健行獅頭山、賞燭臺雙嶼必經之處，假
日期間遊客常絡繹不絕，除了鄰近的金山獅頭
山登山步道，可以鍛鍊體魄、保持身心健康；
還有最具有歷史氛圍的金包里老街，是目前北
海岸僅存的清代老街，也是當年主要的農產漁
獲集散地，歷史悠久、古意猶存，更可一窺金
山產業經濟發展的變遷。
三、探訪「獅頭山及好運道步道」

位於金山海岬的獅頭山，望東可見野柳岬，
西邊則是磺港漁港與中角的山海景。長期在軍
事管制的保護下，獅頭山的生態資源完整豐富，
林相十分多元，近年更因復育有成，在不同季
節時，還可在好運道步道上偶遇臺灣百合或金
花石蒜怒放美景。

另外，由於此地為沿海地帶，海岸植物更

是豐富，包括海檬果、草海桐、林投樹等；走
到步道盡頭，因板塊運動與自然侵蝕力量雕塑
而成的知名景觀「燭臺雙嶼」矗立眼前，另走
過好運道步道，特別感覺神清氣爽，令鄉親們
紛紛拿起相機拍攝這難得的畫面。
四、尋訪「神秘湖」

「神秘湖步道」，位於白沙灣後側山丘上，
連結了白沙灣第一停車場和第二停車場，長度
雖僅千餘公尺，卻有著豐富的植物生態。其隱
身在樹林間的步道，與一個隨著雨水多寡而呈
現的小小湖沼若隱若現，當環湖而行，讓人宛
如置身熱帶雨林之中，而佇足觀景台上，更可
瀏覽美不勝收的湖光綠景。
五、知足感恩快樂賦歸

晚餐特別前往平價又美味的三芝「興隆餐
廳」用餐，鄉親們對餐桌上美味佳餚均讚譽有
加，期間，黃理事長由曾總幹事陪同，以茶代
酒一一向參與旅遊之理監事及鄉親們致意與寒
喧，大家在感謝與歡樂的氣氛中，帶著美好的
回憶，平安賦歸。

台北市大埔縣同鄉會第廿四屆
理事長黃東祥暨全體理監事

敬祝

　新年快樂 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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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 國父誕辰 156 週年 表達對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崇高敬意

本會109學年度田家炳先生獎學金審核事宜

「客語歌謠班」把握上課學習機會

本會兩位 96 歲壽公同時參加慶生會

（本刊訊）110年11月12日適逢  國父誕辰156週年紀念，
為表達對  國父偉大貢獻的崇高敬意，當日上午 10時，本會
由黃東祥理事長率同張海清常務理事、黃麗鸝理事、曾總幹
事及鄉親代表等一行十五人前往  國父紀念館，隨同僑聯總會

與世廣總會依館方安排進入大廳，向  國父銅像行鞠躬禮及獻
花致敬，典禮莊嚴隆重，典禮結束後合影留念。

（本刊訊）本會
109學年度田家炳先生
獎學金申請，截至 110
年 12 月 1 日止，共有
72人提出申請。經 110

年 12月 22日獎學金審查委員會討論審核，68位同學獲得田家
炳先生獎學金；待移送第 24届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核議通過
後，定於111年2月26日（星期六）舉辦會員大會時頒發獎學金。
有關獲獎名單公佈如下：
田家炳先生獎學金名單：
（一）研究所碩士生三名：周俊宇、陳品瑜、余賢修。
（二） 公立大學生六名：黃啟斌、林琬悅、廖宇謙、李士豪、

何曉婷、劉軒鏞。
（三） 私立大學生六名：廖芸加、藍文睎、郭庭均、廖苗宇、

陳姿穎、黃芷鈴。
（四） 技術學院進修部暨專科四、五年級生三名：郭婉忻、吳

亭葳、張瑞婷。
（五） 高中職暨專科一、二、三年級生十二名：張皓瑄、 

鍾睿杰、方新裕、鄧誠智、程家玟、廖文萓、鍾家蓁、

許妤瑄、饒玳容、陳詠琳、藍文均、張瑞豪。
（六） 國中生十九名：林鼎、吳家謙、黃亭均、許丞佑、 

吳永御、邱于庭、黃亭嘉、陳儀軒、李京宸、饒紫芸、
姚岱君、羅幼熹、羅郁媗、鄭謙文、郭奕威、楊宥葳、
曾敬堯、劉采婕、鄭茹云。

（七） 國小生（高年級）十三名：楊媛媛、張永定、曾敬庭、
王冠勛、郭佳頤、陳渃鈞、丁語柔、徐靖淳、黃士軒、
陳詠歆、姚理勛、張安定、李心菲。

（八） 國小生（低年級）六名：黃翊睿、李心媛、黃永廉、洪郁婷、
張筠宜、鄭語雯。

附記：�本次另有博士生 1名因第 2學期僅註冊，未提供第 2學
學業正式成績單，不符實施辦法之規定而落選；另有高
中1名、國小（高年級）1名、國小（低年級）1名之同學，
因上、下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未達標準而落選，期望來年
繼續努力，再接再厲。此外，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再次提
醒申請國中、小獎學金之鄉親，於檢附子弟學業成績證
明時，務必依照獎學金實施辦法之規定，向就讀學校申
請正式之成績證明書（有分數顯示為主），不要再提供
學期表現通知單（僅有等第），否則將不予受理申請。

（本刊訊）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停課近 5個月的本會「客
語歌謠班」，由於疫情趨緩，自 110年 11月 1日起恢復於每
月第 2、4週之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上課，歡迎對「客語歌謠」
有興趣之會員鄉親報名參加。

在 11月份的上課中，複習了「拈花一笑」、「人生舞台」、
「新竹風情」及「雙溪之戀」等教唱過之歌曲，期間，學員

們均把握機會輪流上台試唱或男女對唱，展現平日學習成果。

至於 12月份方面，則
先後複習了「人生舞台」、

「快樂耕田人」、「問緣份」

歌曲，課中大家紛紛上台練

唱，隨後教唱「思念來借過」歌曲，經老師示範教唱、反覆

分段分句帶唱及學員們重複跟唱後，終將整首歌曲學會，可

說是收穫滿滿。

（本刊訊）本會 110年第 4季（10至 12月份）慶生會於
110年 12月 25日（星期六）假會館 3樓舉行，當日上午雖然
天氣濕涼，近 10時左右會員鄉親們在做好健康自主管理下到
達會館，彼此寒喧祝福。本次參與之壽星計約 20人，其中還
有多對夫妻檔一同攜手與會，另有兩位 96歲最年長的藍志新
與黃占寰鄉親更是提早到達會場，氣氛溫馨感人。
活動開始，黃東祥理事長向所有參加的壽星們祝賀身體

健康、生日快樂。隨後，與壽星們合唱生日快樂歌，接著由
壽星藍志新鄉親代表許願，並為本會獻上滿滿的祝福。

本次慶生會，同鄉會援例提供與會者每人一份西點餐盒，活動至 11時許圓滿結束，會後並分送及發給壽星大樂透彩券 2
張，讓鄉親們度過一個愉悅的慶生會。

黃占寰（右四）及藍志新（右六）與壽星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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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受邀參加華僑協會紀念建國110週年音樂會

受邀參加華僑協會
僑生獎助學金頒獎典禮

本會受邀參加惠州同鄉會 110 年
獎學金頒獎典禮及聯誼餐會

（本刊訊）110年 11月 20日下午華僑協會
總會假台北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舉辦紀念國父誕辰
156週年暨慶祝中華民國建國 110週年音樂會活
動，當日本會理監事及鄉親等 15人報名參加。
此外，活動中本會活動組也號召 8名義工協

助大門收票及接待等工作，對促進兩會之互動交
流甚有助益。

（本刊訊）

110年 11月 27日
中午，台北市惠

州同鄉會假第一

大飯店敘香園餐

廳舉辦 110年獎
學金頒獎典禮及

聯誼餐會，當日本會黃東祥理事長偕同曾總幹事等代表參加。

當天出席惠州同鄉會聯誼餐會的貴賓眾多，包含立法委員

林奕華、本會黃東祥理事長、僑聯總會鄭致毅理事長、豐順同

鄉會丁叔君理事長、博羅、龍川、台山等多位同鄉會理事長及

前行政院客委會劉東隆副主委等也共襄盛舉。

會中，惠州黃信麗理事長首先頒發顧問證書及感謝狀，接

著頒發獎學金及致詞，隨後舉行摸彩活動；餐會期間，並安排

鄉親表演胡琴、笛子及薩克斯風演奏，活動至下午 2時許圓滿
賦歸。

（本刊訊）110年 12月 11日上午本會黃理事長受邀參
加華僑協會總會在台北市大直典華大飯店舉行之僑生獎助

學金頒獎典禮及聯誼餐會活動。

會中，黃理事長以華僑協會總會常務理事身分，親自

頒發僑生助學金，會後與全體受獎學生合影留念。

「金山、北海岸一日遊」

活動花絮

音樂會實況 本會義工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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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廣總會創會三十一週年慶 僑委會期勉團結鄉誼

談大陸最美的小城—大埔家鄉

（世廣訊）世廣創會以來，一直致力於照顧歸僑，團結海內外鄉親，推動慈善

公益，成果豐碩。世界廣東同鄉總會於民國 110年 12月 4日上午 10時 30分在台北
市第一大飯店敘香園餐廳，舉辦【創會卅一週年慶暨第八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大

會由總會長黃東祥主持，僑務委員會廖靜芝參事代表委員長童振源出席並致詞，除

祝賀世廣總會創會卅一週年生日快樂，也祝福會務興隆，團結鄉誼，造福鄉梓 !大
會當日僑委會、僑聯總會等單位均分別送上致賀花籃，以誌歡慶。

廖參事表示，海內外僑胞目前以廣東籍為數最多，僑胞雖然旅居海外，但日久

他鄉是故鄉，仍心繫中華民國並努力傳承中華文化。而世廣創會以來致力於照顧歸

僑，團結海外鄉誼，推動慈善公益，成果豐碩，有目共睹，令人敬佩，僑委會很樂

意協助世廣總會推展海外僑社及服務僑胞等工作。

廖參事強調，童振源委員長於去 (109)年五月接任委員長，即提出施政理念與
願景，包括運用新科技與模式，擴大服務全球僑胞；深化海外僑胞與臺灣優勢領域

的連結與合作，共同支持中華民國。僑委會也將與時俱進，以僑胞需求及績效為導

向，統整僑務工作布局及精進作法，讓服務世界各地僑社更加充實、創新與貼近僑

心；廖參事也請世廣總會秉持優良傳統，繼續給予僑委會支持與指教。

黃東祥總會長指出，世廣係於民國 79年 10月 8日創會，迄今已有卅一年，經
歷相當豐富，其自接任第八屆總會長後，立即拜會僑委會童振源委員長以及僑聯、僑協總會等國內各華僑單位，加強僑務合作，

互相交流。近年來，僑聯總會等友會也不時邀請世廣理監事參與僑務座談會等活動，關係緊密。另外，更期待可以藉由中生代，

為世廣挹注活力。此外，世廣的宗旨是堅定支持中華民國，也將配合僑務委員會的政策，加強服務海內外之鄉親。

本次大會出席貴賓包括華僑協會總會林齊國理事長、前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葛光越將軍、立法委員林思銘及林奕華等委員、

前海基會李慶平副主委、前行政院客委會劉東隆副主委及現場二百多位鄉親一同共襄盛舉。另今年（110年）因疫情關係，所以海
內外僑社之交流及互訪活動也深受影響，惟本會國內各分會，仍保持聯繫互訪，且於今年四月份起，經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

將改採前往各分會拜會交流及分別前往北、中、南等各分會舉行會議外，並辦理眷屬一日遊、餐敘等，以加強與各地鄉親之聯誼

活動。

前言：

大埔先賢常常訓示我們；
【他鄉縱有當頭月，不及家鄉一盞燈】
依稀記得，故鄉的小路，仍有漸行漸遠的身影，多少次夢回鄉里，

童年的足跡已難尋覓，心中一定要時時記得祖訓；不管去到哪裡【都
不要忘記家鄉，不要忘記鄉音】。
一、讓大埔新生代重新定義家鄉

大埔縣家鄉，住著最親的人，最美的風景、最難忘的回憶！
如今，家鄉早已變樣，但骨子裡的根和魂仍在。猛然回首，海外

孩子們均已大，他們對家鄉的認識尚停留在回鄉的見聞，每次都忙著
走親訪友，卻忽略了給後代子孫灌輸更多家鄉的知識。

說起家鄉，孩子是不是會問？其他鄉鎮的建築是不是都一樣的？
大埔圍龍屋只有一個形狀嗎？大埔孩子會唱山歌嗎？大埔美食還有哪
些呢？大埔有哪些傳統節日呢？節日都有什麼儀式呢？

希望當地旅行社或者藝文界，多舉辦【返鄉尋根之旅】活動，灌
輸大埔子弟更多家鄉的知識才是上策。
二、探討【大埔中山紀念館】的歷史意義

大埔縣中山紀念堂是目前發現全國最早建成的中山紀念堂，是當
前最夯的景點之一。我想很多大埔人也許不知道孫中山先生曾在 1918
年 4月中旬來到大埔縣三河壩，與駐三河壩的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商談
聯合桂、滇、粵三軍北伐袁世凱事宜，受到當地老百姓的夾道歡迎。
為紀念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蹟，1929年，三河壩華僑徐統雄到海外在
華僑中募捐鉅資，修建了這座中山紀念堂，同時興建中山公園。
三、大埔泰安樓是建築史上的文化瑰寶

泰安樓是客家「水立方」，建於清高宗乾隆二十年，距今已有
200多年的歷史，是國內極為少見的石方樓。其規模雄偉、粗獷、佈
局合理、科學、文化內涵豐富，是客家建築的一大奇觀，也是中國與
世界民居建築史上的文化瑰寶。在這裡我們可以瞭解到大埔百家姓文
化和大埔建築知識。
四、茶陽古鎮就是一個大型藝術館

茶陽古鎮吸引人之處，除了它深厚的歷史沉澱，更在於它如今打
造出的藝術氣氛，古民居星羅棋布，古木參天，整個村莊就是一個大
型藝術館。北塘村是目前大陸國家 3A旅遊景區，是首批全國鄉村旅

遊重點村，也是全省休閒農業和鄉村旅遊示範點，也是眾多院校和書
畫名師的寫生基地哦。
五、花萼樓可以了解整個大埔歷史

花萼樓顧名思義，取意「花萼相輝」，源於《詩經》中「常棣之華，
萼不華華」。花萼樓地處粵閩交界，建於明朝萬曆年間西元 1608年，
距今已有 400多年的歷史。坐西北向東南，背靠虎形山，面向梅潭河，
周圍群山環抱，碧水環繞，是廣東第一大土圓樓，全國保護文物單位，
更是大魚海棠裡的原型建築。在花萼樓你可瞭解到大埔人是如何一步
步從中原遷徙到這裡，在這裡落地生根，並可以瞭解到大埔人為何要
外出在全世界各地安家。
六、大埔是中國青花瓷之鄉

大埔陶瓷獨特的風格以其「白如玉、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
而享譽全球，更有「北有瓷都景德鎮，南有高陂白玉城」之說。在富
大陶瓷領略古今陶瓷藝術的美麗，感受陶瓷歷史文化的薰陶，一起感
受非遺文化，親手製作陶藝！
七、大埔小吃是中國小吃名縣

「大埔小吃」源自中原，盛傳明清，名於當代，距今已有一千多
年歷史。2010年 1月，大埔正式被評為「中國小吃名縣」。大埔的小
吃有 200多種，現在常見的就有 80多種，其中薄餅、筍粄等被評為「廣
東客家十大名菜」。來大埔一定不要忘記品嘗舌尖上的大埔美食。
八、中國名茶之鄉

大埔在西元 800-1000年間，也就唐末五代至北宋初期，就有了
飲茶習慣，大埔更是中國烏龍茶之鄉，先後獲得「全國重點產茶縣」、
「中國名茶之鄉」、「中國茶葉十大轉型升級示範縣」、「中國最美
茶鄉」等殊榮，大埔烏龍茶被農業農村部登記為國家地理標誌保護農
產品。
結論

本篇報導來自廣州旅遊局的資訊；看完後的確感動了許多海外的
大埔鄉親。

上述報導，確實顛覆了大家對大埔家鄉的認知？因為篇幅關係只
能帶著大家先到以上景點，大埔還有很多值得介紹的地方，期待下次
報導了，希望借大埔通訊，廣為宣傳，讓國內、外大埔鄉親，在不同
年紀上持續愛上大埔！

本會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