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社区营造和乡村建设起步早、
经验丰富，让更多台胞参与大陆的乡村
振兴，携手打造出更具特色的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这也是探索两岸乡村融合发
展新路的题中之义。

自 2018 年“31 条措施”发布实施以
来，有越来越多的台胞台青扎根福建乡
村追逐梦想。他们与大陆业者携手合
作，打造出了平潭北港村、厦门院前社、
泰宁“耕读李家”、三明小蕉村等一批闽
台乡村振兴的示范项目，走出了一条具
有福建特色的乡村融合发展之路。

从零起步，几经蝶变。闽台乡建乡创
以集镇和村庄为载体，从早期的人居环
境整治，到如今围绕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完善惠民公共空间、探索收益保障机制
等 7方面开展共建共创。坚持“以人为本”

始终是乡建乡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闽
台携手让乡村振兴更有力度、更有温度。

在希望的田野上逐梦，两岸乡建
乡创业者再出发。今年 2月，省住建厅印
发《关于以闽台乡建乡创合作为抓手助

力乡村振兴和两岸融合的指导意见》，
明确以闽台乡建乡创合作为抓手，力争
到 2025 年底，创建 7~9 个样板县、100 个
样板集镇、27 个样板村的省级样板示范
点，培育一批提升型新时代农村社区，
将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打造成为群众服
务、为基层服务的品牌，助力乡村振兴
和两岸融合发展。

我们相信未来八闽大地将结出更
多闽台合作的硕果，两岸同胞在追寻乡
愁记忆、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一定会越
走越近、越走越亲。

助力闽台乡建乡创再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王凤山 吴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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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如画的村落、独具特色的文创、
舒适惬意的民宿、地道可口的土特产……
在福建的美丽乡村建设中，随处可见台
胞台青忙碌的身影，他们跨海来闽投身
乡建乡创，为大陆的乡村振兴贡献智慧
和力量。

好政策引“凤”来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但扎根三明的
台湾建筑师蔡幸爵依旧马不停蹄地奔忙
于各村落之间，走村入户进行老房屋空
间改造。“村子里有许多老人，我们希望
通 过 适 老 化 设 计 改 造 ，让 房 屋 更 加 宜
居。”蔡幸爵说。

蔡幸爵是台湾民宿客栈协会副会
长，有着 25年乡村营造的经验，他之所以
选择扎根福建乡村，离不开福建出台的
一系列好政策。

2018 年以来，为落实落细“31 条措
施”，福建省住建厅会同省台港澳办、财
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出台了《关
于鼓励台湾建筑师来闽参与乡村建设的
若干意见》《关于深化闽台乡建乡创融合
发展若干措施》《闽台乡建乡创合作管理
规定》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在大陆率先建
立以乡建乡创为主题的两岸合作机制，
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台湾青年来闽参
与乡村建设。其中，省级财政每年安排
5000 万元，支持 100 个乡建乡创合作项
目。截至目前，已累计安排 1.72 亿元资
金，支持了 340 多个项目；同时，各市、县
也配套了补助资金，如泉州市出台促进
泉台农业融合发展 10 条措施，对未列入
省级补助名录的项目，累计安排 200 万
元，扶持 10个市级项目。闽清县每年安排
1000 万元支持 5 个合作项目、1 个样板村
创建，并提供 3000 平方米集中办公场所
和 50套配套免租住房支持台湾团队。

2019 年，蔡幸爵带领团队来到三明
市三元区列西街道小蕉村。“小蕉村周围
有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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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说，小蕉村是座千年古村，周边分布
着宋、元、明、清的古窑址。入乡驻村后，
蔡幸爵把乡建乡创的“台湾经验”运用到
乡村建设中，助力当地产业发展。

“福建有许多乡村，资源禀赋各异，
而且乡村文化底蕴深厚，再配套政府的
各种扶持政策，为台湾乡建乡创业者提
供了一个施展才华、实现理想的舞台。”
蔡幸爵说。

与蔡幸爵一样，在“31 条措施”、福建
“66 条措施”等政策措施吸引下，许多台
湾建筑设计师、文创设计师、乡村规划师
跨海而来。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引进 123
支台湾建筑师（含文创）团队 450 多名台
湾乡建乡创人才，在 350多个村庄开展乡
建乡创陪护式服务，覆盖全省 80%以上
县（市、区）。

温暖的“1+N”服务

走进福州三坊七巷郎官巷 23 号，进
门便是一个宽敞的展厅，这里既是台湾

乡建乡创团队来闽的服务窗口，也展示
了台湾人才参与福建乡建乡创的丰硕
成果。

2018 年，受省住建厅委托，福建省青
年建筑师协会（以下简称“福建青建协”）
在福州三坊七巷设立了“海峡建筑师家
园”，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台湾建
筑师团队提供来闽登记、政策宣传、项目
承接、申请补助等全程服务，成为许多台
湾乡建乡创团队的“娘家人”。

正是在这一年，在福建青建协的推
荐下，台湾建筑设计师曾芝颖来到闽清
县，从打造“梅城印记”历史文化街区开
始，一步步走上乡建乡创之路，闽清、永
泰、泰宁、尤溪、仙游、永春等地的许多村
庄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在曾芝颖看来，台
湾市场有限、人才饱和，“31条措施”等惠
台利民政策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圆梦创造
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无独有偶。在福建青建协的鼓励、支
持下，从 2020年起，台湾淡水渔人码头设
计师吴正隆也带领一群台湾年轻建筑
师，在福建组建了一支两岸乡建乡创团
队，为连江同心村、闽清坪街村、霞浦小
马村、周宁虎岗村、福鼎周山村、罗源起
步镇等村镇提供陪护式服务。

……
“其实，扎根乡村我们最担心的不是

生活问题，而是项目在哪里、如何融入地
方。”曾芝颖告诉记者，台湾团队与福建青
建协都是“陪护者”，台湾团队陪护村庄成
长，而福建青建协则陪护台湾团队成长，
是台湾团队与地方政府沟通的“桥梁”。

近年来，为了支持更多台湾团队参
与福建乡建乡创，福建从资金补助、构建
服务体系等方面打出服务“组合拳”。全
省形成了以“海峡建筑师家园”为核心的

“1+N”服务网络，对各市、县、乡、村的两
岸乡建乡创项目进行“政策辅导、项目信
息、合作对接、落地跟踪、问题协调”的全
链条服务。

“为了促进两岸乡建乡创团队的交
流合作，我们会常态化组织沙龙论坛、设
计竞赛、项目对接会、成果展览会等活
动，邀请知名高校、规划设计单位、文化
创意团队为台湾团队了解福建乡建乡创
提供便利。”福建青建协秘书长刘炳辉
说，“海峡建筑师家园”还在台北大稻埕
设立了联络处，并且在闽清、永泰、三明、
平潭等地设立服务网点，帮助台湾团队
在福建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携手共绘新图景

近段时间，作为两岸建筑师合作团
队“随坪一里”的成员，“90 后”台青邱彬
平、沈佑优和大陆青年邓枝绿、陈瑜不顾
酷热，在邵武市金坑乡重下村、和平镇和
平村、大埠岗镇大埠岗村、卫闽镇外石村
开展调研，了解村民需求、挖掘当地历史
文化，打造邵武样板县项目。

随着两岸乡建乡创项目的增多，如
何进一步提升项目落地成效和两岸团队
服务质量，成为当前闽台乡建乡创工作
的重点。

去年以来，省住建厅又出台了新举
措，以村庄、集镇、县为载体，成片开展乡
建乡创，省级财政每年再投入 1 亿多元，
确定 9 个样板村、9 个样板集镇和 3 个样
板县开展示范点建设，着力打造一批提
升型新时代农村社区，推动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今年 2月，省住建厅印发《关

于以闽台乡建乡创合作为抓手助力乡村
振兴和两岸融合的指导意见》，明确从提
升人居环境质量、完善乡村景观设施、探
索闽台融合措施等七方面入手开展样板
创建，以服务本地村民为中心，兼顾城乡
融合，探索乡村振兴新路。

“目前，我省乡建乡创工作正在从量
的积累向质的转变提升。通过打造乡建乡
创精品工程，把乡建乡创引向新高度。”刘
炳辉告诉记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全
省美丽乡村建设的数量逐渐增加，今后将
串点连线，让散落的“珍珠”形成辐射效
果，发挥聚集效应。从早期的人居环境整
治，拓展到村庄的文化挖掘、文创设计、产
业培育，进而拓展到全面乡村振兴。

“以前我们一直深耕邵武市北部的
村庄。今年开始，我们将打造邵武样板县
项目，在县域范围内集中连片开展四个
村庄的闽台乡建乡创服务工作。”邓枝绿
说，样板村、样板集镇、样板县的建设都
将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系统深入，
比如，在村民的居所内进行无障碍化的
动线改造，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对村
内老建筑进行活化改造，满足村民对议
事、集体活动的空间需求；对村庄周边环
境进行提升改造，建设公园、休闲步道、
景观台等，满足村民对休闲生活的需求，
让乡村更加宜居宜业。

“这种以村民为中心、兼顾城乡融合
的新思路，大大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也
让我们感受到福建乡建乡创的‘温度’。”
虽然扎根福建乡村时间不长，但邱彬平
与沈佑优都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台湾团队擅长总体创意、文创设计
和社区营造，有驻村陪护式服务的经验，
大陆团队在规范解读、施工图设计、资源
对接等方面有优势。两岸携手合作可以
发挥 1+1＞2 的作用，共绘乡村发展的美
好图景。”刘炳辉说。

追梦，在希望的田野上
——“31条措施”发布实施5周年系列报道②

□本报记者 王凤山 吴洪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刘深魁 通讯员 何鋆棽 文/图） 19日，第十五
届“两马”体育联谊赛在福州市马尾区拉开帷幕，来自海峡两岸的
数百名运动健儿、体育代表相聚一堂，切磋技能、共叙友情。

开幕式上，双方体育代表团团长交换队旗，双方篮球运动员交
换纪念品。随后，首场篮球赛鸣哨开赛（如图）。

本次联谊赛为期 3天，运动员将进行篮球、羽毛球、乒乓球、自
行车等八个项目的角逐，展现中华健儿的风采。

今年前来参赛的马祖代表团成员有 130 人，是历届参赛人数
最多的一次。“我们以交流为主，竞赛为辅，大家通过比体力、博
感情，既营造了和谐的氛围，也增进了友谊。”马祖副县长、马祖
体育代表团团长陈冠人表示，这次马祖队员从青少年到中老年
人都有，希望两岸多开展文化体育交流，让血浓于水的情谊传承
下去。

“两马”体育联谊赛自 2006 年在马尾举办第一届开始，已成功
举办十四届。多年来，两地以体育竞技为载体，以交流联谊为主题，
不断促进“两马”乡亲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增进彼此间
的深厚情谊，形成独具特色的体育交流品牌。

“两马”体育联谊赛开赛

游客在永泰县同安镇游客在永泰县同安镇““草木谷闽草木谷闽
台茶文化艺术空间台茶文化艺术空间””游玩游玩。。

曾芝颖曾芝颖（（左左））在闽清县进行乡建乡创工作在闽清县进行乡建乡创工作。。 台湾大学生在三明开展乡建乡创项目实训台湾大学生在三明开展乡建乡创项目实训。。

本报讯（记者 陈梦婕） 近日，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率
领 33名议员来到福建，展开为期 5天的考察行程。代表团先后到访
福州和厦门，参观当地历史文化、金融贸易、航运物流、创新科技、
通信等重点设施和项目，了解高质量发展情况，探讨如何深化闽港
在不同领域的合作。

梁君彦表示，这是继今年 4 月全体立法会议员大湾区之行后，
立法会代表团再次到内地考察，充分体现立法会对推动与内地各
个省市交流协作的重视。福建和香港渊源深厚，血脉相连，香港有
超过 120 万居民祖籍福建，他们来港落地生根，对香港作出重要贡
献，可以说是港闽一家亲。

梁君彦表示，香港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占全省外资
66%；是福建主要的出口市场，也是福建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平
台。福建在香港设立企业和分支机构超过 1300 家，累计投资接近
1000 亿港元，充分反映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
的独特优势。梁君彦说，深化经贸关系、发掘投资商机是此行的重
点。考察团还拜访了在闽港商、大学生和退休长者等，并将第一手
资料带回立法会，向特区政府反映并提出意见，进一步推动港闽交
流合作，协助香港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在参观调研过程中，闽籍议员严刚对福州新区滨海新城规划
展示馆印象深刻。他建议香港在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时可以借鉴
福州新区的发展经验。严刚表示，福州有多区叠加的政策优势，香
港有国际金融中心等长处，港闽合作一定能实现互利共赢。

在福州三坊七巷的严复翰墨馆中，跟着翰墨寻迹严复不平凡
的一生，议员郭玲丽十分感慨。她表示，“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
近现代史”，这里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课程自 2021 年在港开设，该科要求香港学生在高中三年内至少要
到内地参观一次。今年 4 月至 8 月，香港计划安排 4 万余名学生赴
内地参观，以帮助他们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因
此，郭玲丽希望有机会也能带香港学生来福州三坊七巷参观，培养
他们的家国情怀。

在厦门海沧生物医药港，考察团参观了医药产业园区及多家
医疗科技企业。议员陈永光是香港注册中医师。他表示，内地医学
尤其是生命医学发展迅猛，“国药港用”可助香港市民享受平价医
药，得到更好的医疗保障。未来除了关注内地新药在香港注册应用
外，还可以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角色，把国药推向全世界。

华侨大学以“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为办学方针，学生来自五
湖四海。目前，在校港生有 2981 人，是在读港生最多的内地院校之
一。议员卢伟国表示，通过与华侨大学港生的座谈交流发现，内地
学校的学习和生活非常丰富，经济发展空间巨大，应该多鼓励香港
学生来内地学习生活、就业创业。

议员谭岳衡常年深耕金融领域，他表示，福建可围绕产业发展
需求精准对接，利用香港绿色债券市场和绿色认证体系，来港发行
绿色金融债券，为绿色企业和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来港进行环境
影响评估、绿色专案审查认证等专业合作，以香港所长，服务福建
所需；福建作为沿海传统外贸大省，在企业融资时可利用香港人民
币离岸中心优势，进行人民币计价融资，从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对于贸易投资，可直接进行人民币计价贸易，通过人民币结算，降
低美元波动带来的汇率风险。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
区，福建还可以充分利用香港作为“一带一路”融资平台，来港发行
专项债券，让国际资金与“一带一路”发展项目对接，同时，也利于
进一步强化香港的金融核心竞争力，为发展注入新动能。

议员尚海龙曾担任商汤科技香港公司总经理。在参访福建星
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后，他表示，看好福建和香港科技合作的
前景，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的合作。他表示，香港可以
提供国际前沿的科研技术，同时，自己的科研成果也能找到应用场
景，希望两地相向而行，携手推进产业链升级。

香港立法会代表团来闽考察
盼进一步深化闽港合作

本报讯（记者 黄鑫 通讯员 吴志伟 刘杨曦 王维贤） 18
日，2023 年两岸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研讨会在厦门举行，来自两岸
的专家学者、高校科研院所代表、青年创业者近 200人参会。

本次研讨会以“创新生物科技 共享健康未来”为主题，聚焦智
慧医疗、康养、中医药传承与创新、食品研发等领域。研讨会为期 3
天，将开展主题演讲、创新沙龙、项目资本对接等活动。

本次研讨会首次设立女性分论坛，邀请两岸创新创业女性代
表，分享关于科技创新、传统文化、家庭教育等观点，并就“如何促
进两岸女性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讨论。

两岸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研讨会至今已成功举办七届，吸引百
余个台湾创新创业项目落地厦门。

2023年两岸科技创新融合发展
研讨会在厦门举行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