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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水清澈，水车慢转，宽敞的石板道两

侧，粉红早樱竞相绽放，与环抱村庄的绿树相

映成趣。

闽西北，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列西街道

小蕉村春意盎然。“一期已经完工，往前走是

二 期 ，我 们 规 划 了 海 峡 两 岸 陶 文 化 交 流 基

地、蕉岭星空营地……”踏着待修的土路，台

湾 建 筑 师 蔡 幸 爵 带 着 记 者 一 边 参 观 一 边

介绍。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近年来，福

建省出台多项措施鼓励台湾建筑师和文创团

队来闽开展乡建乡创工作。截至目前，共有

95 支台湾建筑师和文创团队、300 多名台湾

乡建乡创人才参与 228 个村庄的建设，乡村

的变迁讲述着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故事。

“大陆广阔的市场和机
遇很有吸引力”

小蕉村深处，有一座二层的木构宅院，这

是蔡幸爵团队的工作生活场所。宅院入口

处，一片片釉色发黄的瓷片错落有致地铺陈

在蜡染的蓝色布料上。“这是在小蕉村周围发

现的宋代至清代的民窑陶瓷残片，也是我们

来到小蕉村的主要原因。”蔡幸爵说。

小蕉村是座千年古村，村子周边分布着

宋、元、明、清的古窑址。蔡幸爵团队希望“活

化 ”小 蕉 古 窑 址 文 化 ，让 村 庄 发 展 更 具 生

命力。

在台湾从事建筑行业 20 余年，2008 年，

蔡 幸 爵 来 到 大 陆 。“大 陆 地 大 物 博 、文 化 多

元，一个村庄就是一个不同的风貌。”蔡幸爵

说 ，“ 这 些 年 ，大 陆 乡 村 振 兴 、惠 台 利 民 政

策都非常好，大陆广阔的市场和机遇很有吸

引力。”

初到大陆，没有品牌，蔡幸爵也有接不到

项目的苦恼。他与大陆朋友一起摸索，终于

找到突破口——入乡驻村，开展陪护式服务，

从设计、监工一直到助力当地产业发展。“我

想，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他说。

在小蕉村，蔡幸爵一待就是 3 年。他甚

至把在大陆的“总部”也安在了这里。“4 月

底，我们准备邀请约 40 名即将毕业的台湾大

学生来这里实习。”蔡幸爵说，“台湾学习建

筑、文创等专业的大学生比较多，但市场有

限，难以吸纳那么多毕业生。大陆有这么多

暖心的政策，台湾的毕业生完全可以乘势而

为，来这里施展本领。”

近年来，蔡幸爵团队与台湾 10 余所大学

合作，每年邀请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到项目来

实习，也有不少学生留下来工作。

“惠台政策多”“赶上了好时代”，是诸多

台湾建筑师、文创团队的心声。落实和完善

各项惠台利民政策，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

新路，近年来，福建陆续出台《关于鼓励台湾

建 筑 师 来 闽 参 与 乡 村 建 设 的 若 干 意 见（试

行）》《关于深化闽台乡建乡创融合发展若干

措施》，2021 年，福建出台政策，省级财政安

排 5000 万元支持 100 个闽台乡建乡创合作

项目，开展乡村规划设计等陪伴式服务。

当前，许多从事建筑、文创、农业、旅游等

行业的台湾同胞，在福建乡村广袤的土地上

追梦筑梦圆梦。

“越做越有劲儿，也越来
越有成就感”

“过去，别人介绍我时常说，这位是台湾

建筑师、景观设计师。现在，大家会说，‘你是

拿着规划设计图的福建农民’。”台湾青年设

计师张欣颐说。

带上工具，说走就走。“今天在宁德，明天

会去福州，后天估计才能有时间。”采访中，约

到张欣颐是件不容易的事。到福建 8 年来，

她和伙伴们已到过 100 多个乡村，服务超过

20 个村落。“到泰宁就是泰宁人，到下党就是

下党人，和当地村民一起生活、一起劳作，我

和团队伙伴都很喜欢现在的身份——福建新

村民。”她说。

有人问：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往城里跑，

为什么风华正茂的你们喜欢待在乡下？“赶上

了好时机，大陆有好山好水好政策，让我们有

灵感去勾画美丽乡村的未来。”张欣颐说，“在

村里，还有一群把我们当自家人的村民。”

泰宁县际溪村，是张欣颐团队在福建的

第一个乡村营造项目。山水环绕的“静心书

院”、仿古的“李家客栈”、青翠的“李家菜地”、

古朴的“创客坊”……漫步村中，悠然雅致的

田园风光尽收眼底。

“小张，来家里吃饭！”张欣颐和团队小伙

伴们在村里人气很旺。一到饭点，不少村民

会喊他们一起吃饭；逢年过节，村民还会招呼

他们一起喝米酒……“这里人情味特别浓。”

张欣颐说，“际溪村已是我的第二故乡。”

选择留在福建的，有不少是已在台湾颇

具声名的建筑师。参与规划设计台北淡水

“渔人码头”景观工程的建筑师吴正隆便是其

中之一。

“2014 年来到福建，我原想着做一两个

项目就回台湾，没想到一直做到现在，连家人

都跟着来过年。”吴正隆说，“可以说，福建一

村一面，让我们充满好奇，也很有动力。”

挨家挨户走访、制作效果图、征求方案意

见……最近，吴正隆正着手规划罗源县起步

镇集镇环境治理二期工程。

起步镇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宋代木构式廊

桥，村里的老人习惯坐在古桥上拉家常。“我

经常会来古桥，和村里的老人家聊天，听他们

讲镇里的历史及儿时的记忆。我们很容易打

成一片。”今年已 60 岁的吴正隆说，帮助村民

们留住乡愁，是他工作的重心。

为修复古桥制作方案、修缮起步镇古厝、

细化长者食堂各项规划……吴正隆向记者细

数他的工作计划。“越做越有劲儿，也越来越

有成就感。”他说，希望承接的每个项目都与

以往不同，这都是新的挑战。

“我们朝着共同目标奋
斗，早已不分‘你我’”

台 湾 海 峡 最 窄 处 的 一 侧 ，是 福 建 平 潭

岛。岛上的北港村依山傍海，山间一座座黛

青色石头厝犹如童话中的城堡，“海风吹来

时，山上的石头甚至会‘唱歌’。”北港村丰富

的原生态资源吸引着台湾青年林智远。

平潭，是林智远来到大陆的第一站。“从

平 潭 坐 船 就 能 到 台 中 ，比 我 去 厦 门 还 快 。”

他说。

血脉深情，牵起了海峡两岸。听说林智

远从台湾来，村里不少年长的人会兴致勃勃

地提起，自己的亲戚朋友早年去了台湾，询问

是否相识。“我们感觉没有隔阂，很亲近。”林

智远说。

闽台一脉传，是两岸一家亲的缩影。在

福建，林智远收获了意外的惊喜——找到了

自己的祖籍。在漳州平和县调研时，林智远

发现了一座林氏宗祠。“族谱上写着我们来自

平和，这在台湾一直没找到，没想到我们的根

就在福建。”他说，在平和吃的好几道菜，和在

台湾时吃的一模一样，“连麻薯蘸花生碎的吃

法都一样”。

在福建乡村干事创业，很多台胞不仅有

收 获 、有 成 就 ，也 与 当 地 人 结 下 了 深 厚 的

情谊。

台 湾 青 年 曾 芝 颖 到 福 建 6 年 了 。 近 年

来，曾芝颖邀请了不少大陆团队加入她的项

目中，“乡创乡建讲求因地制宜，需要大陆团

队的共创。”在她看来，两岸伙伴经由认识、

理解，一起经历，建立了更深厚的感情。“我

们朝着共同目标奋斗，早已不分‘你我’，我

想这就是融合。”她说。

乡村振兴的田园梦，也是两岸融合的发

展梦。当前，不少在福建扎根的台湾团队自

发鼓励更多台湾专业人才到闽落地——

2020 年 ，曾 芝 颖 专 门 在 台 北 设 立 办 事

点，鼓励更多台湾设计师到大陆发展；2021
年，在她推动下，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正式

启动“海峡乡创奖”。“台湾专业人才能在福建

找到更大的舞台，希望两岸乡创队伍能更深

入地交流。”她说。

张欣颐团队在“耕读李家”举办“跨越海

峡来乡建 乡村振兴交流汇”，还邀请 30 多名

来自台湾实践大学、崑山科技大学、金门大学

的学生到泰宁驻点实习实训。

来自台北的吴仁珷从事旅游文创工作，

他和团队向台湾多所高校文创专业学生推介

福建文旅资源及乡村振兴的发展机遇，计划

今年上半年组织 10 余个台湾青年团队，到福

建乡村深耕创业。

…………

当前，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为来闽发

展的台湾团队提供各项服务，如政策咨询、项

目对接、协助办理相关申报材料等。“希望帮

助台湾团队更快地熟悉情况，更好地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秘书

长陈顺杰说。

95支台湾建筑师和文创团队参与福建228个村庄的建设—

讲述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故事
本报记者 江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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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台湾青年在福建三明泰宁县台湾青年在福建三明泰宁县

际溪村际溪村““耕读李家耕读李家””体验劳作体验劳作。。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②②：：福建平潭北港村的石头厝福建平潭北港村的石头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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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③③：：吴正隆吴正隆（（右二右二））和他的团队和他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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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宪法与基本法关系”儿童创意填色比赛作品展览，

让孩子们用画笔绘出宪法和基本法保障下澳门社会安定繁荣

的美好景象；推出“爱国爱澳”网上问答游戏，让市民在闯关中

认识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日前，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举

办“爱国爱澳”系列活动，着重推广宪法和基本法，让市民在活

动过程中提升自我认同。

“‘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

荣。”广大澳门同胞素有爱国传统，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归属

感和民族自豪感。正如今年全国两会“委员通道”上，澳门基

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所说：“爱国爱澳、真心实意拥护

中国共产党，是澳门各界最大的共识，也是澳门的主旋律。‘回

家’的 22 年，是澳门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民生改善最大的时

期，也是澳门同胞共享伟大祖国尊严和荣耀感最强的时期。”

回归 22 年来，澳门同胞始终坚持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

观，不断增强国家观念、宪法观念，国家认同在澳门社会拥有

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高

度重视爱国爱澳核心价值的培育和传承，深入推进政府、学

校、家庭和社会联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工程……今天，在澳门大

中小学的校园里，都能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诉说着深厚的家

国之情、爱国之心。

青少年是祖国和澳门的未来，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

希望所在。相信加强宪法和基本法的宣传教育，能够让更多

澳门青少年从小培养尊崇国家宪制、尊重基本法权威、维护社

会法治的意识，将来成长为爱国爱澳、奋发有为的新时代栋

梁，把澳门建设得更加美丽。

爱国爱澳 薪火相传
张 烁

“有你们在，我们回国投资，安

心！”日前，葡萄牙华侨单某某和西

班牙华侨周某某专程赶到浙江省青

田县人民检察院，对依法办理案件

挽回企业损失的检察官表示感谢。

原来，二人投资了青田县城某

酒店，但由于长期在国外疏于监管，

酒店工程部经理利用供暖供热采购

柴油之机，伙同外部人员盗卖柴油

80 余吨。案情发生后，青田检察院

与侨联组织密切配合，通过视频连

线海外投资人了解案情，节省了海

外侨胞专程回国的经济负担和时间

成本，最大限度减轻“诉累”。在快

速立案和审理后，为酒店追回经济

损失 70 余万元。

“推广江西等地经验，携手中国

侨联为侨胞提供法律服务。”今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的这

句话，让许多侨胞深有感触。

为维护侨胞合法权益、护航侨

企健康发展，2017 年 5 月，江西省人

民检察院与省侨联联合印发了《关

于依法服务和保障侨资侨属企业健

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为侨资

企 业 打 造 公 平 正 义 的 法 治 环 境 ；

2021 年 9 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与

江西省侨联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服

务和保障侨资侨属企业健康发展的

意见（修订版）》，进一步加强“检侨

合作”，提升江西省各级检察机关携

手侨联组织服务和保障侨商侨企发

展的合力，有效增强了广大侨胞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浙江青田是著名的侨乡，如何

维护侨胞合法权益成为当地检察

机关和侨联组织的重要课题。近

年来，青田县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

当地独特优势，主动借助海外联络

员和热心侨领在涉侨检察工作中

的联络员、中间人作用，开展释法

说理，合力化解矛盾纠纷，通过“检

侨之家”实时线上办案，有效破解了涉侨案件“办理难”问

题，探索出一条具有侨乡特色的刑事和解工作机制。近日，

在充分征求海外侨胞、归侨侨眷意见的基础上，青田县人民

检察院与县侨联联合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涉侨检察工作

依法保护侨胞合法权益的实施意见》，进一步依法维护侨胞

合法权益。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许多涉侨检察工作面临更加复

杂的局面。“检侨合作”发挥了侨联组织海外联系广泛等独特

优 势 ，有 力 推 动 了 跨 洋 调 解 、跨 境 询 问 和 申 诉 等 涉 侨 检 察

工作。

随着“嘀”的一声提示音响起，一场通过浙江省温州市“检

侨驿站”平台召开的视频公开听证会圆满结束。该视频公开

听证会是为意大利华侨李先生微信被盗申诉案召开的。该案

的起因是，被申诉人张某与其丈夫王某将旅意侨胞李先生的

微信盗走，窃取其微信账户余额 1 万余元，且冒充李先生向其

微信好友进行“借款”诈骗。李先生报案后，公安机关将张某

以涉嫌盗窃罪移送起诉，但因主要犯罪嫌疑人张某丈夫王某

在他国未到案，案件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只能对张某作

存疑不起诉处理。李先生向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了申诉。

温州市侨联和意大利华侨社团、侨领借助视频连线找到了海

外当事人，了解“涉案钱款是否系被盗资金”这一关键事实，协

助检察机关通过“检侨驿站”平台为申诉人李先生追回了钱

款，并为李先生在一定范围内恢复了名誉。

“‘检侨合作’是侨联组织依法维护侨胞权益工作的重要

举措。我们希望‘检侨合作’模式能够在更多省份推广，共同

营造维护侨胞权益的良好法治氛围，让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

侨胞更有获得感。”中国侨联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最高人民

法院与中国侨联共同在 11 个省区市开展涉侨纠纷多元化解

试点工作，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

效。目前，中国侨联正在对推广“检侨合作”经验进行研究和

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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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同安镇，春茶季来

临，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茶农穿梭于

茶山梯田，熟练地采摘新茶……台湾青年设

计师张欣颐正带领团队成员在茶山上为项

目勘察、取材。在福建，有不少像张欣颐这

样的台湾建筑师和文创团队成员投身乡建

乡创，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挥洒青春。

祖国大陆地大物博、底蕴深厚，拥有广

阔的市场和发展机遇，吸引着很多台湾同

胞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

以建筑文创行业为例，在台湾，学习

及从事建筑文创等行业的专业人士较为

丰富，但受地域面积、发展状况等方面影

响，台湾市场有限。当前，祖国大陆正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对台湾建筑文创领

域的人士而言，祖国大陆无疑为他们就业

创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与此同时，

从“农林 22 条措施”到福建支持 100 个闽

台乡建乡创合作项目，近年来，从中央到

地方，都相继出台了许多惠台利民政策。

日前，国台办、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联合印发实施通知，有助于降低台胞

到大陆创业门槛，开放领域涉及文创、乡

村振兴、服务业等行业。各项红利叠加，

必 将 为 台 胞 带 来 更 多 发 展 机 遇 ，用 不 少

受 访 者 的 话 说 ，“ 赶 上 了 好 时 代 ，没 理 由

不来闯一闯”。

初到大陆，不少台胞往往面临不熟悉

政策、不了解情况，甚至接不到项目等问

题。为此，有关地方、部门和协会组织为台

胞提供全方位服务，如政策咨询、项目对

接、协助办理相关申报材料等，帮助台胞扫

除创业就业障碍，解决面临的实际困难。

采访中，“忙碌”是这些台湾团队的常

态，台湾青年曾芝颖谈道，自己的工作生活

节奏非常紧凑，项目必须经得起市场检验；

张欣颐白天奔走在项目上，晚上做设计；蔡

幸爵习惯每天 5 点早起工作；吴正隆经常

琢磨如何更好地发挥乡村的独特优势……

抓住机遇，奋力拼搏，不少台胞从当

年的“闯一闯”发展到如今的“留下来”，从

中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林智远团队让平

潭北港的小渔村，变成了两岸创客的集聚

地；曾芝颖团队的“梅城印记”项目，把闽

清梅城一条破败的老街打造成了网红打卡

地，并收获了诸多奖项，她还用亲身经历和

感受鼓舞更多台湾青年前来大陆追梦；蔡

幸爵团队则发现了越来越多有挑战、有意

思 的 项 目 ，并 持 续 推 动 台 湾 学 生 来 大 陆

实习。

到祖国大陆广阔的舞台上追梦筑梦圆

梦，不仅让台胞成就自我、实现成长，也为

两 岸 关 系 和 平 发 展 、融 合 发 展 贡 献 了 力

量。事实充分说明，在祖国大陆的广袤热

土上，只要挥洒汗水，就能收获精彩。

机遇，远不止乡村振兴领域。祖国大

陆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十四五”顺利开局，高质量发展态

势良好，一定能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成

功提供更加宽广的舞台。与时代同步，与

伟大事业同行，台湾同胞就一定能分享大

陆发展机遇，创造出更多精彩。

追梦，在希望的土地上
江 琳

■记者手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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