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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界 关 注

浙江“千万工程”为“田鱼”注入活水
本报记者 林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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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5 日，接到米兰市政
府洪水红色预警。

5 月 16 日 20︰30，大雨倾
盆，组织协会骨干成员在商会
办公室值班待命；22︰30，得
到部分地区洪水开始泛滥的
消息，组织人员前往灾区查
看，通知当地侨胞时刻关注险
情并注意安全，如有需要随时
向商会求援。

5 月 17 日 ，得 知 灾 情 严
重，组织协会会员第一时间走
访受灾严重的侨胞家庭，并迅
速安排会员帮助部分受灾侨
胞进行灾后救援及清理工作。

5 月 17 日，向米兰总领事
馆上报当地灾情。

5 月 19 日，和当地有关
部门沟通得知，橡胶雨鞋和
橡胶手套等物资紧缺（甚至一
鞋难求）。于是，马上联系外
购相关物资。

5 月 21 日，向灾区物资中
心 ROMITI 运 去 橡 胶 雨 鞋
1050 双，橡胶手套 2000 双，饮
用水 2 个板架，一次性塑料饭
盒4250个。米兰市政府议会副
议长艾丽萨·马萨代表市政府
接收上述物资。

5 月 22 日，中国驻米兰总
领事馆总领事刘侃带领领事
馆工作人员，带来了灾区急需
的消毒液、清洁剂等物资，深
入重灾区走访受灾比较严重
的侨胞……

以上内容摘自意大利中意绿地协会整理的一
份文档——《洪水无情人有情！灾情日记》。该日记
详细记录了近段时间在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
大区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后，中意绿地协会参与救灾
并协调各方救灾物资的过程。

自5月16日以来，持续不断的暴雨在意大利中
北部地区引发了一场罕见的洪涝灾害。在受灾最严
重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暴雨引发的洪水、山
体滑坡和泥石流淹没了大量城镇村庄的房屋、街道
和农田，超过3.6万人被紧急疏散，电力和通信系统
大面积瘫痪，生活物资供应严重紧缺。

“此次救灾，在中国驻米兰总领事馆的号召下，
意大利米兰的很多侨团积极捐赠，支援灾区，展现
了中国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受到
了意大利当地政府和民众的高度赞扬。”中意绿地
协会会长王明星表示，“一些兄弟侨团不顾路途艰
险，不辞辛苦将救灾物资送过来，令人感动。”

5月25日，经过两天紧张筹备，意大利米兰浙江
侨商联合会会长林茂风带领商会骨干成员，顶着炎
炎烈日，驱车300公里，将9个板架的物资送到艾米
利亚—罗马涅大区弗利临时救助站，包括饮用水、可
乐、牛奶、面包、消毒液、洗涤用品等。虽然一路风尘
仆仆，但林茂风心里热乎乎的：“看到洪水袭击后的
弗利一片狼藉，我们都很心痛。代表市政府接收我们
的物资时，艾丽萨·马萨副议长潸然泪下，不停地对
我们说‘感谢’，让所有在场的人深受感染。希望我们
带去的物资能帮助当地民众树立重建家园的信心。”

5月26日，意大利艾米利亚华人企业协会会长赵
正勤和雷焦艾米利亚华侨华人联谊会会长陈增杰一
起带领会员，为灾区送去18个板架的各类物资。而赵
正勤刚参加完第十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返
回意大利。“回来一听到灾情的严重程度，我的心就揪
起来，马上找协会成员和兄弟侨团商量捐赠事宜。”赵
正勤表示，“在灾难面前，人类命运与共。在第二故乡
意大利救灾救难，旅意侨胞义不容辞。”

最近，洪水已经消退，但洪灾造成的破坏仍在
持续。为帮助当地民众重建家园，侨胞捐助灾区的
热情依然高涨。

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米兰华侨华人妇女会、
意大利北部丽水同乡会、旅意中区华侨华人联谊
会、意大利明溪华侨华人联合会、意大利的米兰瑞
安商会……在中意绿地协会的“灾情日记”上，捐赠
灾区的侨团名单越来越长。

“儿时的‘田鱼’又回来了”

浙江省青田县方山乡是著名的“田鱼
乡”。地处雁荡山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
特殊地貌孕育了这里古老的农耕智慧。

1300 多年前，为高效利用土地，当地先
民在山坡上开垦梯田，种上水稻的同时养殖
鲤鱼，逐渐形成了稻鱼共生的种养模式，由
此培育出的特色鱼种，名为“田鱼”。千百年
来，这一种养模式代代流传，成为方山乡鲜
明的文化标志。

历来，青田人就有出国打拼的传统。过
去数十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许
多方山乡民选择出国经商，在有限的耕地之
外谋一条生路。渐渐地，当地侨乡之名越来
越响亮，侨文化成了方山另一张名片。然
而，由于青壮劳动力大量出国，乡里不少农
田成了撂荒地，特色“田鱼”渐渐难觅踪影。

2004 年，从法国回乡探亲的金岳品，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番景象。“小时候，村前屋
后都被水田环绕，长辈们直接从家门口捞

‘田鱼’做给孩子们吃。但时隔数十年再回
乡，我看到很多良田都荒芜了，杂草长得有
半人高，很难找到鱼。那时，‘千万工程’刚
刚兴起，村居环境迎来全面整治契机。我希
望借此东风，重新擦亮家乡的‘田鱼’招牌。”
金岳品说。

此后，他处理好法国的生意，返回家乡，
一头扎进了稻田。

山区耕地难以机械化作业，金岳品和
村里合作，动员周边几十户农民一起，挥
动锄头和铁锹，对荒地进行人工抛荒除
草，把坍塌的田埂重新修复，对洪水冲垮
的水渠进行清淤疏堵，成功修复了 176 亩
良田。在此基础上，金岳品还投资 170 万
元建设了孵化鱼苗基地，聘请老一辈村民
和高校农学专家，共同研究鱼苗孵化办
法。“经过 4 年探索，我们的基地成功孵化
出第一桶鱼苗，修整一新的稻田恢复了以
往的生机，儿时记忆中的‘田鱼’又回来
了！”金岳品说。

良田抛荒，是方山乡变迁的一个缩
影。方山乡党委书记叶利永介绍，随着“千
万工程”深入实施，方山乡稻鱼种养面积也
在连年增长。2022年，方山乡稻鱼种养面积
恢复近1500亩，总种养面积超过4000亩，共
1900 多户农户参与了种养产业，相比 2003
年大幅增加。当前，方山处处“有塘皆有水，
有水即有鱼”，还有越来越多华侨华人和技
术人员加入稻田养鱼队伍，成为传承农遗的

“土专家”和“田秀才”。
拓荒复耕之外，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也

为“田鱼”养殖带来利好。
方山乡龙现村是“稻鱼共生系统”的主

要发源地和核心保护区。2017年，从西班牙
回国的吴立群成了龙现村的一名“华侨村
官”。他发现，龙现村的稻田鱼虽早已名声
在外，但连年来，龙现村在全县的村庄环境
评比中都排不上名次。

“那时，村里整体卫生条件一般，房前屋
后垃圾乱堆乱放、家禽家畜随意散养，村域
范围乱搭乱建的现象依然存在。由于村里
出现了老龄化、‘空心化’，这些问题一时难
以解决。作为返乡青年，我决定借‘千万工
程’的机遇，为村容村貌的改变做些实事。”
吴立群说。

甫一到任，他便动员村民一起实施一系
列村容整治项目：改家畜散养为圈养，引进
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备分类垃圾桶、垃
圾清运车；规定生活垃圾专人运送、日产日

清；细化管理农污设施、公共厕所；治理村内
河塘沟渠、房前屋后污水横流……随着各项
集中清扫和环境整治工作逐步开展，村民卫
生意识也逐渐提高，村里的环境有了很大改
善。吴立群说，近 3 年来，龙现村年年都能
在全县“最美村”评比中名列前茅。

“好环境才能培育好产品。现在，我们
龙现村村容整洁、田园美丽，前来观光的游
客看到后，对我们的稻米和‘田鱼’更信任
了！”吴立群说。

“山乡小村实现‘鱼跃龙门’”

炎热夏季，是鱼苗孵化的关键期。青田
绿色山根田鱼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旭
青这几日几乎每天都在合作社的鱼苗基地
里忙活。

2004年，朱旭青放弃外地收入颇丰的工
作，返乡投入稻田鱼养殖行业。他的目标，
就是把父辈留下的稻种和鱼苗传承好。10
多年间，朱旭青的种养殖面积从最初的 30
亩发展到近 200亩。同时，他还带头成立合
作社，为周边村民手把手传授经验，带动 30
多户农户成为“渔户”。现在，合作社在龙现
村、山根村等多个村都有种养，形成集中连
片的稻鱼产业。

朱旭青介绍，稻鱼共生田拥有独特的生
态“法宝”：鱼在田中吞食害虫和杂草，同时
为水稻松土、增肥；水稻则吸收鱼的粪肥、残
饵为养料，同时摄取鱼塘的氮、磷等无机营

养物质，避免水体富营养化，起到改善和净
化水质的作用。由此种出的水稻口感香糯，
独具清香，养出的稻鱼也新鲜肥美，连鱼鳞
都软嫩可食。

稻田旁的空地上，朱旭青带领合作社
成员种植油菜花、芝麻花、百日菊等，这
些既为鱼儿提供更多天然饲料，也创造了
丰厚的生态效益，为村庄增添了生态景
观。此外，合作社还养殖蜜蜂，专为田里
植物授粉。绿植形成的绿肥还能有机还
田，构成一套绿色循环体系。“近些年，方山
乡打响了古法养殖、生态农业、‘花园乡村’
的名号，浙江各地乃至全国的游客都慕名前
来游览。每到收获时节，合作社的稻米、

‘田鱼’及田鱼干、蔬菜干等都会早早销售一
空。”朱旭青说。

眼下，方山乡已逐步实现“一亩田、百斤
鱼、千斤粮、万元钱”的产业模式，年产值达
到 5000 余万元。“立足绿水青山的天然优
势，我们正积极开展业态创新，对生态农业、
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等进行投入，开发农遗
研学、稻鱼文创、直播电商等丰富业态。通
过共富工坊、种养基地、农家乐渔宿等增收
途径，方山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03
年的3000多元增长到现如今的3.3万多元。”
叶利永说。

不久前，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永
久荣誉会长尹楚平回家乡青田探亲。他此
行首站，便是方山上的“渔家乐”。他打算
品尝阔别已久的家乡味。

正值午餐时分，家烧田鱼、田鱼干炒粉

干、田鱼捞饭等各色菜肴被一一端上餐桌。
“渔家乐”大厅里人声鼎沸，一旁的山路上还
有不少游客在观景赏鱼。

“以往，只有青田本地和周边地市的居
民会周末到这里吃田鱼。今天，我在山上
却听到了各地口音。没想到几年未见，藏
在山里的‘渔家乐’已经成了旅游业的‘香饽
饽’。”尹楚平说。

在方山乡，原先仅容两车通行的乡村
小道，现在频繁往来着 60 座的旅游大巴。
叶利永说，自“千万工程”开展以来，方山
乡完成了多项“零的突破”：通景步道从零
增至 33.6 公里，特色农家乐渔宿从零增至
19家，景区景点也从零增加到29处，其中
既有研学基地、露营基地，也有果蔬采摘
园、奇云山电竞小镇等。“2022 年全年，全
乡接待游客近 40万人次，曾经的山乡小村
实现了‘鱼跃龙门’。”叶利永说。

“红火的篇章还会继续”

2022 年 7 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大会在青田举行。众多中外嘉宾现场参访
了方山乡稻鱼共生系统核心保护区，见证
青田人居及生态环境改善和稻鱼农遗的传
承故事。

“千万工程”开展 20年来，青田县稻鱼
产业已形成燎原之势。据统计，青田县在
山区稻渔综合种养梯田生态修复、稻鱼种
质资源保护、稻鱼共生示范基地等建设工
程及水土资源利用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
2022 年，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面积达到
6.04 万亩，其中水稻平均亩产 480 公斤，
田鱼平均亩产 35 公斤，平均亩产值 4430
元，全县稻鱼产业总产值达到 2 亿多元，
同比增长 5.6%。“青田稻鱼米”“青田田鱼”
成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后，稻鱼米价格
从原来的每斤2—3元提高到10元以上。与
此同时，相关产品还入驻生鲜电商，销往
全国市场。

围绕稻鱼文化，青田还在积极拓展农
文旅融合机遇，努力打造稻鱼主题村落，
建设了龙现未来乡村、根头艺术手作村、
邵山华侨文化示范村等景区村，并开办了
全球首个稻鱼共生系统博物馆，建成 4 个
集农遗文化展示、体验、观光为一体的特
色基地。2022 年，青田全县农家乐渔宿经
营收入达到1.83亿元。

如今，依托侨乡优势，青田的山乡变化
和“田鱼”故事走向世界。借助38万名海外
青田华侨以及 2 万多家海外中餐馆组成的

“侨网”，青田开通了田鱼、稻米等农产品出
口“快速通道”。目前，青田县在欧洲 35 个
城市开设海外专柜 100家，建立海外合作仓
2个，稻鱼米、田鱼干、鲜活田鱼等优质农产
品已端上了法国、西班牙等欧洲人的餐桌。

“去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召开
后，国内外游客纷纷前来。背后离不开青
田多年来对稻鱼农遗的传承和保护。未
来，相信随着‘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战略
持续推进，稻鱼产业红火的篇章还会继
续。”吴立群说。

“小时候，家家户户养稻田鱼；如今，
村村镇镇都有稻鱼业。我们青田人对‘田
鱼’的感情由此可见有多深。”金岳品说，

“相信随着越来越多华侨华人尤其是青年人
返乡兴业，青田的稻鱼故事还将不断浸润
乡村广阔的发展空间。”

下图：航拍龙现村的稻鱼共生系统示
范基地。 章勇涛摄（人民视觉）

水田里种稻，稻田中有鱼。走进浙西南的青田县方山乡，
碧绿的山坡上，是一层层稻鱼共生的特色梯田。

2003年6月，浙江省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在全省选择1万个左右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
个左右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20年来，“千万工程”
深刻改变了浙江乡村的人居和生态环境，也为稻田鱼产业
的发展注入新活力。如今，青田的绿水青山间，水稻长势喜
人，“田鱼”自在悠游，各色稻鱼产品早已闯出深山，为村民
带来致富的机遇。

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方山乡龙现村一景。 本报记者 林子涵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日前
对 15 个成员国全面生效。生效当日 0 时，泉州海
关为石狮正源水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出口菲律宾
的1批119.18万元的冻鱿鱼，签发福建省首份输菲
律宾RCEP原产地证书。

凭借这份证书，石狮正源水产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的货物到了菲律宾后可以享受 10%的关税减
免。“我们公司每年对菲律宾出口额 5000多万元，
现在有了RCEP助力，每年至少可获500多万元的
关税优惠，这大大增强了我们开拓国际市场的信
心和决心！”石狮正源水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李晓强说。

福建泉州是中国著名侨乡、海上丝绸之路的起
点城市，也是中国重要的轻工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市。
目前“泉州制造”的服装、鞋靴、塑料制品、机电产品
等商品热销菲律宾，菲律宾的塑料颗粒、蔬菜、纸浆
等商品也进入泉州，满足当地民生和工业需求。据统
计，2022年泉州与菲律宾进出口值达388.7亿元。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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