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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梅公路的今昔

脚下的这条路叫凤梅路，颇有名气，跟梅
洋村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

最初它只是山民挑柴下山换米油盐的羊肠
小路。梅洋村地处福州市连江县大山深处，过
去交通闭塞，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一句“好女
不嫁梅洋岭”，道出了无尽辛酸。

生活困苦，大多数村民被迫外出经商，甚
至漂洋过海去了异国他乡，梅洋村成了典型的

“三留守”贫困村，也是远近闻名的侨乡大户。
梅洋村籍的海外华侨华人目前近 3000人，

很多人事业有成。心系故乡的他们，琢磨着助
家乡一臂之力。1991年，在华侨刘官政的倡导
下，梅洋海内外乡亲共同集资 280多万元，修
通了最早的通村道路——凤梅路。后经多次台
风侵袭，需要重修，又是海内外的乡亲动员起
来，捐资 800多万元。2018年底，凤梅公路竣
工。路通了，宽了，畅了，梅洋村蓄积已久的
优势，开始凸显出来。

因梅出名的网红村

梅洋村依山伴溪而建，自然风景秀丽，三
潭十八景自东向西蜿蜒穿境，奇山怪石俯瞰全
村。当地森林覆盖率达 92.7%，空气中负氧离
子浓度高，生态宜居，村里长寿的人也多。环
境宜人也宜蜂，漫山遍野的蜜源植物，吸引着
养蜂人老刘这样的追梦人。

“生态好，效益就好。”他一语道出个中玄机。
梅洋村成了当地生态海洋里的一颗明珠。

如果说“洋”字与漂洋过海的华侨暗合，那梅
洋之“梅”，就实实在在是指梅树与梅花了。

在村民世代相传的故事中，就有“梦仙指
路，筑舍植梅”的古早记忆。村内尚保留着数
十株上百年的老梅树，植有20余种梅花树，赏
梅周期可达 4个月。每年冬春之际，村内上万
株梅花竞相绽放。正午时分日正暖，疏影横
斜，暗香浮动，漫步梅洋村中，就如同徜徉在
梅花的海洋里。

有人笑说，这可看作“梅洋”一词的时代
新解。在绿水青山带笑颜里，打造独树一帜的
梅花文化，梅洋人想到了，也做到了。

车到村委会门口，梅洋村党支部书记陈燕
金带了一群村里姐妹在迎接。说起梅洋这些年
来的变迁史，娇小的她十分干练，说起来滔滔
不绝。正是梅洋村“两委”，以凤梅路重修竣
工为契机，团结海内外乡亲探索出一条乡村生
态旅游发展新路。

2019 年春节前后，数万名游客进村赏梅，
再创历史新高。

直播带货带动乡村游

说起这一切的诀窍，陈燕金又打开了话匣
子。梅是梅洋的独特生态、文化和旅游资源，
首先要做好这篇特色文章——

在村内建造梅园，不断引进梅花新品种，
打造以“梅溪、梅峰、梅林”为主的精品路
线；推出“光影摄梅”“古琴唱梅”“挥墨画
梅”等不同文化活动主题；迄今已成功举办12
届梅花文化节。

陈燕金表示，不能就此止步，要以梅为
媒，继续深耕细作。比如逐步完善村级基础设
施和旅游服务设施，优化乡村旅游体验；发展
绿色产业，探索“支部+合作社+党员+村民”
模式，引导村民生产经营蜂蜜、梅花酿等特色
农产品；利用古厝资源，修旧如旧，发展梅畔
雅居等乡村民宿等。

其中，最大的亮点是新开发的梅花酥、梅
花酿等梅花系列产品，深受游客喜爱。去年，
仅梅洋梅花系列伴手礼销售额就达数十万元。
产品走红的背后，有一个叫“姐妹乡伴”的团
队功不可没。

村委会场地里，陈燕金介绍着这个巾帼团
队的每位成员。大家一边礼貌地打招呼，一边
现场制作让不少人食指大动的梅花酥。真材实
料，全部手工完成。咬一口，满嘴留香。边上是
忙碌的直播设备，姐妹的颜值加上产品的誉值，
总能聚拢不少的人气。利用“网联网+”这条信
息高速公路，梅洋产品顺利走出了山沟沟。

2020 年，“姐妹乡伴”成员通过这种最走

俏的直播带货，宣传推广梅花酥、梅花酿、蜂
蜜、手工糕点伴手礼和特色民宿，深受欢迎的
同时，也打出了梅洋的名气。

扎根基层十几年的陈燕金深知，围绕“梅
文化”推动梅洋乡村振兴和旅游业发展，最关
键的因素还是人。要有人才，才能聚集人气，
带来人流和金流。2018年，她召集村里姐妹们
成立了梅妍巾帼服务队，加入市里的“姐妹乡
伴”项目。团队成员从组建之初的 8人，逐步
壮大到 39 人。在村党支部和妇联组织的带动
下，实现了从家庭主妇到乡村创业合伙人的华
丽转身。

“诗和远方”不再遥远

在养蜂人和陈燕金的眼里，梅洋早已不是
过去的梅洋。在慕名前来的游客眼里，梅洋就
是一个美丽的梅花海洋。

谈起全面小康，陈燕金的一个姐妹对记者
说，不愁吃穿，少有所乐，壮有所为，老有所
养，家乡发展红红火火，游客朋友络绎不绝，
这就是梅洋人眼中的小康生活。

从华侨华人的捐资筑路开篇，到利用当地
特色资源不断谋篇布局，梅洋接连做好了生态
文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几篇大文章。荣誉
自然也纷至沓来。“美丽乡村”“幸福家园”

“乡村旅游精品示范点”“省级乡村振兴试点
村”“国家级文明村”“国家级生态村”“全国
植树先进单位”等，让人目不暇接。

“青山绿水共为邻”的生活，为大家眼中
的小康社会铺就了幸福底色。值得一提的是，
为实现生态与文旅、环保的精准结合，梅洋将

“守青山护绿水”写进村规民约，引导村民始
终把生态、文化保护放在首位。

如今的梅洋村，已成为有绿色产业、有宜
居生态、有文明乡风、有民主治理和村民有富
裕生活的“五有”乡村。在原先因为穷苦而背
井离乡的海外华侨华人眼里，故乡又成了他们
触手可及的“诗和远方”，不少人愿意回来
了，每年回乡探亲甚至定居的人络绎不绝。

题图：“姐妹乡伴”团队正在现场制作梅
花酥并直播带货。

到梅洋村，看“梅洋”去！
本报记者 任成琦文/图

车绕行在蜿蜒十八拐的山路
上。即使是水泥硬化过的道路，
坐车久了也感觉头晕。下车略
歇，旁边山坡上有人搭话。一个
40岁开外的中年人，端着刚刚泡
好的茶水走下来，扬手递杯招呼
我们喝茶。接过纸杯，听人介绍，
中年人姓刘，是从梅洋村那边下
来的，如今在半山腰养蜂为生。

偶遇间就如此好客，让记者
来了兴趣，跟他聊起养蜂经和生
态话题。说起梅洋村的过去，他
的感慨就两个字，穷啊。记者插
问：如今如何？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他笑着说。

用冷暖色彩表现全球气温变化，用不同灰
度呈现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旅美华侨关
映日通过处理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公布
的 40万年内冰芯分析数据，将全球气候变化缩
略成一组五彩斑斓的圆筒状艺术品。这个冰芯
可视化艺术装置在2020年至2021年国际设计大
奖“设计奖与竞赛”的艺术、手工艺和现成设
计类别中获奖。

“自然是我的灵感来源”

“冰芯中的数据能反映不同年代大气温度、
二氧化碳含量等多种气候特征。通过对 40万年
冰芯数据的处理，可以发现全球气温变化的趋
势和规律，我想用更加直观的方式传达其中的
信息。”关映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这
个冰芯可视化艺术装置中的创作理念和匠心。

通过数据处理和转换，关映日将冰芯反映温
度变化和二氧化碳含量变化的数值转变成色彩：
彩色圆筒反映大气温度变化，红色代表温度高，
蓝色代表温度低；黑白圆筒反映二氧化碳含量变
化，颜色越黑二氧化碳含量越高。“我希望观众看
到这个作品，能直观感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过
程，反思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的影响。”他说。

“自然是我的创作灵感来源。”关映日说，
将溶洞、硅藻、晶体等自然界的奇妙现象通过
数字艺术形式展现，通过激光切割技术展现水
冻结时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通过人机交互装
置反映人类活动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这些
创作都反映了自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拉近生活与艺术距离”

“我更愿意用创作者的身份来定义自己——将
艺术与设计结合，通过艺术创意传达我的思想，
让观众感受自然和生活中的美感，丰富人们对生
活的感知。”关映日说。

在美国布法罗大学获得视觉传达艺术学士学位，辅修数学与艺术双学位
之后，关映日获华盛顿大学人机交互专业硕士学位。在不同学科的学习经
历，让她在艺术创作中有了更多元的选择。“学生时代对数学、化学的兴趣和
知识储备，让我的艺术创作更加多元。对人机交互学习，让我对人与周围环
境、实体的互动体验更感兴趣。”关映日说，目前她从事的智能家居设计工
作，也是将人机交互理念渗透到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会觉得，在博物馆、展览馆里陈列的艺术品是阳春白雪的‘高雅
艺术’。我在创作过程中，会让作品更平易近人一些，帮助观众发现周边事物
的美感，或是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拉近生活和艺术的距离。”关映日说。

“疫情让人重新观察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关映日改为居家办公。由于许多创作工坊暂时关
闭，制作装置型艺术品的机会变少，基于电脑编程等数字技术的数字艺术创
作成为她目前主要的创作形式。

“疫情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也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观察生活本身。”关映
日说，“疫情让原本稀松平常的事情变成奢侈品，也让人更加珍视身边的‘小
确幸’。生活被重启的故事，正在启发我的创作。”

作为华侨艺术创作者，关映日既受到国画、书法等中国传统艺术的滋
养，又在旅美求学、工作的过程中积累起跨文化交流的经验。关映日坦言，
在美国，她能感受到西方世界对中国发展的不理解。“作为旅美华侨，让更多
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感受中国发展，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关映日说，“等
疫情结束，我会去更多的国家，亲身体验更多文化的交流碰撞，给自己的创
作增加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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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关映日创作的冰芯可视化艺术装置。 （受访者供图）

近年来，广东省梅州市平远
县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危旧
土坯房改造等措施，不断改善乡
村面貌，并进一步引导各乡镇村
民在乡村振兴发展进程中，发展
脐橙、油茶、烟叶等生态林果产

业，助民增收。图为平远县东石
镇乡村，云雾袅绕，一幢幢颇具
客家特色的民居群与碧绿的青山
互相映衬，构成一幅美丽的新农
村画卷。

冯锡权摄 （人民视觉）

广东平远：

美丽乡村入画来
广东平远：

美丽乡村入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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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侨联发起、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
承办的“侨爱心·光明行”公益项目近日在
福建全面启动。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乔卫在启动仪式上表示，该项目力争在今年
度帮助福建7900名困难民众重见光明。

“侨爱心·光明行”公益项目倡导海内外
侨界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联动各级侨联组
织与当地爱尔眼科医院协作，并积极配合公
益慈善机构共同推动。

据介绍，该项目已在中国29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 47 个城市
启动，实施近 20 万例免
费救治手术，帮助困难致
盲性眼病民众复明，使他

们恢复劳动能力，帮助解决贫困问题。
“侨爱心·光明行”公益项目过去在福建

泉州、福州两地开展过，本次活动在福建全
省范围内全面展开，将惠及更多群众，解决
一批困难白内障患者急盼所需。

与此同时，“侨爱心·进社区·眼健康”
项目也将在福建展开，将眼健康防治工作点
设在居民家门口，通过视力检查、眼底筛
查、电子验光等环节，为居民提供眼保健建
议，并为80岁以上老人免费配蓝光老花镜。

“侨爱心·光明行”在闽启动

侨 情 乡 讯

今年以来，浙江金华永康侨商会为进一
步加强新生代侨商培育，充分发挥老一辈杰
出侨商的“传帮带”作用，创新实施“青蓝接力
工程”，挑选 10名政治过硬、企业经营管理能
力突出、对国家怀有深厚感情的老一辈侨商
组建“匠心传承导师团”，培养新生代侨商。

“匠心传承导师要做新生代侨商工作上
的老师、生活中的挚友、行为上的典范。通

过手把手传帮带，让新生
代 侨 商 更 快 ‘ 挑 起 大
梁’，为侨商事业可持续
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

障。”永康侨商会会长应荣说。
“青蓝接力工程”实施以来，永康侨商

会涌现出一批企业经营管理、参政议政、社
会服务等方面的年轻能手，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普遍赞誉。永康是浙江民营经济较为发达
的县级市，有“五金之都”等称号，位列全
国县域综合实力百强榜。

（来源：中新网）

浙江永康培养新生代侨商

我的侨乡我的侨乡··我的家我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