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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的清流台湾农民创业园一派繁忙
景象，记者走进多家台企，他们正忙着进行
增资扩产。

目前，清流全县共有 76家台资企业。去
年以来，清流台创园共投入 1400余万元，撬
动企业近亿元的增资扩建。如今，樱花、兰
花产业正在从种植走向农旅融合，今年的
春天，单樱花园游客就超过 30 万人次；5 家
蛋鸡厂存栏 165 万羽，日产鸡蛋 40 吨，为全
省人民吃上放心蛋提供有力保障……

蛋鸡住上“电梯房”

在清流县和丰瑞生态蛋鸡产业及有机
肥加工生产线项目二期建设现场，1栋新建
成的、可容纳 10万羽蛋鸡的“家居自动化精
装公寓”正在等待它的“房客”。

“过去的厂房只有一层，现在加装‘电
梯’，容量翻倍。”福建三明和丰瑞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是一家台资企业。董事长陈进告
诉记者，近年来，公司陆续投资 9000 万元，
建成存栏 60 万羽蛋鸡的养殖基地，并配备
有年加工 2 万吨有机肥加工车间、年加工 2
万吨饲料加工车间。

记者行走在几十万羽蛋鸡聚集的厂
区，空气清新，闻不到一点异味。原来，蛋鸡

“入住”后，饲喂、通风、温控、清粪等繁杂的
工作只需要启动一个按钮就能自动完成；
新鲜的鸡蛋会顺着有坡度的笼底滚落到传
送带上，排着队前往自动分拣、包装的流水
线。传统养殖业依靠自动化养殖设备实现
了效率大提升，原本要 15 人来做的工作现
在 1个人就能搞定。所有的鸡粪则被制成有

机肥，供给周边的农田，实现“零排放”，循
环发展。

如今，每天有近 20 吨的鸡蛋从里面送
出，销往省内各地。“每日清仓，供不应求。”
陈进说，“因为产量大，我们基本掌握着福
建蛋鸡市场的定价权。”疫情过后，居民消
费需求逐渐恢复，加之中秋临近，月饼市场
即将迎来消费旺季，对鸡蛋的需求量大增。

政府扶持、市场回暖，这让陈进坚定了
增资扩产的信心。今年，和丰瑞二期存栏 40
万羽蛋鸡养殖基地的建设如火如荼地展
开，建成后整个基地将达到 100万羽的养殖
规模。此外，一期建成的饲料加工车间也投
资 200万元新增了一条生产线，以满足蛋鸡
规模扩大后增长的饲料需求。

茶香飘出直播间

对苏水标而言，增资扩产的信心源于
当地的贴心服务。

与台商合资成立福建清流兰山茶饮有
限 公 司 的 浙 江 客 商 苏 水 标 ，在 清 流 拥 有
6000 亩茶山，每年生产 1500 吨左右的“梦
园”茶。在“做世界人民喝得起的放心茶”这
一目标的指引下，兰山茶饮所有产品经检
测达到出口欧盟 500 余项农残限量指标要
求，通过“雨林联盟”国际认证，是福建省农
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茶企，成为可口可乐、
康师傅等企业的茶原料供应商。

订单不愁，人工却是个问题。兰山茶饮
投资上千万元引进乘坐式采茶机。这一机
器作业时仅需 1人操作，比传统采茶机节约
了 3个人工，采摘效率是现有双人采茶机的

3倍多。公司还计划在未来投入更多资金用
于引进机械化、智能化设备，实现茶园生产
的自动化、信息化、标准化。

茶园的“新力量”不只有机械化设备，
还有年轻人带来的新渠道、新理念。2022
年，苏水标的女儿牵头成立了梦园电子商
务公司，带着十几个人开始了直播带货的
新事业。一年下来，直播间销售额达到 1000
多万元。和线下茶叶销售 95%是大众茶、5%
是名优茶的情况相比，直播间卖出的大多
是“好茶”“名品茶”。这背后是公司提升茶
叶品质、增加产品附加值的战略在一步步
落实。

和其他台资企业一样，兰山茶饮也享
受到电价优惠、建设资金补助等扶持。近两
年来，兰山茶饮在改造清洁能源绿色生产
线、采购乘坐式采茶机、装修两岸茶文化展
厅、建设晒青场及场内外道路硬化和沟渠
等基础设施项目上，共投入 500 多万元，台
创园给予相关补助 200 余万元。苏水标说：

“产业好、政策好、落实快，我们没有理由不
去做好。”

“我们是服务机构，就是要把企业服务
好。政策、补贴送上门，各项惠台利民措施
落实到位。”清流台湾农民创业园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罗尚华说。

兰园开出“融合花”

六年育苗、四年大棚种植，一株兰花要
等 10 年才能开花。与台商合资成立三明市
清龙生态兰花有限公司的赖张龙是新一代
的“种花人”。

10 多年来，他们陆续投资 5000 万元，
建起兰花生产基地温控大棚、兰花文化博
览及精品兰花展示展销中心。

面对新需求，清龙公司结合森林康养
的大趋势，以兰花的一二三产融合为方向，
拓展新空间。几年来，他们先后投资 500 多
万元，扩大林下种植面积 1000多亩，完成观
光步道、木屋、农产品展示中心、营销中心

（电商）、道路硬化等基础设施建设。
由此，企业从单一的兰花、石斛培育种

植，到提供生态观光、芳香疗愈等多元服
务，逐步实现传统农业向休闲农业、观光农
业转型升级。

今年上半年，仅从天芳悦潭引流过来
的康养团队就有七八百个，来研学的团队
也不少，一个团队能给兰园增加 5000 元到
1万元的销售收入。

客流量大增，赖张龙开始思考如何解
决基地不能提供住宿，客人走马观花、留不
下来的问题。

想留住客人，要盖木屋、建民宿？赖张
龙选择另一种方式。他正在联合周边的几
家台资企业，一起投资 2000 万元左右用于
改建周边村子闲置的民房。“改造闲置民房
可以低成本解决三通问题，也不会因为重
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赖张龙打算邀请一
些艺术工作者和古民居改造的专业人士来
做设计，让改造后的民房实用、有特色。

农事体验中心、亲子采摘区等休闲娱
乐基础设施建设也提上了日程。按照赖张
龙的规划，未来游客可以漫步兰园赏国兰
之雅致、洋兰之艳丽，品药膳、摘水果、住民
居，偷得浮生几日闲。

以绿色发展、提质增效、三产融合为重点——

清流台企增资扩产忙
□本报记者 方炜杭 马丹凤 通讯员 吴火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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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张龙在进行兰花授粉。 通讯员 吴火招 摄

近日，在第二届海峡乡建乡创奖颁奖
典礼上，福州百川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项
目从 182 件两岸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乡
建类银奖，台湾青年张瑜心和福州青年谢
方玲这两位公司合伙人共同登台领奖。两
人感慨地说，十年乡建乡创的共同生涯，早
已让她们不分你我，亲如一家。

张瑜心与谢方玲常笑说，她们是闽台
合作的产物。

2014 年，台湾“打开联合”团队带着台
湾乡建乡创的理念和经验，参与永泰县嵩
口镇的改造。彼时，学旅游规划专业的谢方
玲在“打开联合”实习。而作为“打开联合”
台湾分公司的成员，张瑜心被派到嵩口古
镇参与改造工程。两人就此相识。

那段日子，她们常在镇政府办公室工
作到凌晨一两点，在食堂吃饭时两人也总
在一起，三句话不离嵩口。“那一刻，感觉我
们在同一个频道上，都在为改造嵩口竭尽
全力。”谢方玲说。

工作中两人是拍档，生活里她们如同
家人。张瑜心在做空间规划设计时常常需
要加班加点，谢方玲总是陪她一起吃饭。
张瑜心生病时也是谢方玲第一时间帮助
送医，精心照料。而张瑜心每次从台湾回
来，也总不忘给谢方玲带来她喜欢的台湾
特产。

在嵩口古镇，大量古建筑与现代建筑
共存于一体。在她们看来，传统建筑、技艺
和老物件是乡村历史的集中体现，如何让
两者有机融合、相得益彰，是乡建乡创中需
要解决的问题。

“松口气”客栈原为夯土木构的旧村
部，是张瑜心、谢方玲共同参与改造的空
间之一。设计施工过程中，尽管费工费时，
张瑜心始终坚持不让新建的墙体包裹原
有的柱体，而是让墙体形成折角，露出旧
式建筑的架构，体现传统建筑的美感。在
空间搭配上，谢方玲则与小伙伴们搜集了
木门板、旧箱子等闲置的老物件，通过当
地木匠师傅的巧手，改造成各式桌椅。谢
方玲还找到当地传统竹编技艺传承人，制

作别具一格的灯具产品；在旧陶器中插上
美丽的花草……在她们看来，留“旧”能唤
醒村民们的共同记忆，改“旧”带来的实用
和审美价值，则改变了村民对老房子翻新
的认知，增强了老旧房屋改造的信心。

焕然一新的“松口气”客栈吸引了一批
批村民前来参观，大家啧啧称赞：“老建筑
还能变得这么好看！”出圈的“松口气”客栈
还上了热搜、登上央视，成为人们津津乐道
的话题，引得游客纷至沓来。

以“松口气”客栈的成功为突破口。村
民们渐渐意识到这些年轻人是“真心在帮
村子发展”，有些村民从犹豫到主动请求她
们改造自家老宅。看到这一切，张瑜心和谢
方玲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

在永泰的大樟溪畔，蓝天、白云、绿草，
一簇簇紫藤萝随风摇曳，耳边不时传来鸟
啼虫鸣……张瑜心、谢方玲与当地 6 个青
年共同投资运营的黎照居民宿，就坐落在
这片碧水花海间。

日前，一场为期 1 个月的编程夏令营
在黎照居举行，近 20 名来自福州的青少年
慕名而来。带队老师郑建诚由衷赞叹：“这
里远离城市喧嚣，孩子们能够安下心沉浸
式学习。学习之余，他们还可以在古民居内
游戏、唱歌，欣赏自然风光，感受传统手工
艺，真是一次特别的体验。”

目 前 ，这 样 的 研 学 活 动 常 常 在 黎 照
居举办。“我们打造黎照居的目的，是孵
化、带动更丰富的乡村业态。”谢方玲说，

“随着黎照居成为热门打卡点，游客还会
到 当 地 人 开 的 餐 厅 品 尝 农 家 菜 ，旅 行 团
去 木 工 坊 体 验 传 统 木 作 ，当 地 的 农 产 品
也因此热销……”

十年间，张瑜心、谢方玲还与其他小伙
伴合作，接下了永泰紫山村、闽清良寨村、
长乐区琴江村等地的乡村改造项目。谢方
玲负责接洽和沟通工作，张瑜心则专注于
空间设计。“十年乡建，我取得了事业的成
功，收获了珍贵的友谊。未来，我们希望将
乡建乡创的经验推广至更多地方，让大陆
的乡村越来越美。”张瑜心说。

两岸合伙人：

十年乡建，不分你我
□本报记者 全幸雅

工人在自动传输带上拣蛋。 通讯员 沈兴源 摄

2023 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青少年“汉语桥”夏令营及第 22
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选手夏令营日前在北京举办。在
启动仪式和北京段的行程之后，各国青少年分赴中国十个省市交
流学习。28 日，来自蒙古、越南、缅甸、马来西亚、斯里兰卡、阿富
汗、土耳其等 11 个国家的 22 名营员，来到漳州市长泰区龙人古琴
文化园，研习古琴演奏技法，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图为
营员们在学习古琴的弹奏技法。 本报通讯员 朱庆福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周雄铭） 近日，福建省“迁台记忆”档案文献
征集保护工作推进会在省档案馆举办。省委统战部、省人大侨台工
委、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省台港澳办、省台联、省档案馆
和福州市台联等有关单位和部门领导，以及福州市“迁台记忆”档
案文献捐赠者代表参加活动。

推进会上，省档案局、省档案馆通报了我省“迁台记忆”档案文
献征集和展览利用情况，省台联通报了“迁台记忆”档案文献征集
保护调研工作情况。围绕贯彻落实省委领导关于“共同家园 共同
记忆”档案文献展有关批示精神，与会人员展开座谈交流，旨在进
一步促进我省“迁台记忆”档案文献征集保护工作，活化利用闽台
关系档案文献，更好地发挥闽台关系档案文献在增进两岸同胞心
灵契合、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推进会上，省台联和省档案馆签订了推进“共同家园 共同记
忆”档案文献利用合作协议。

推进会还举行“迁台记忆”档案文献捐赠仪式。福州市捐赠者
代表向省档案馆捐赠有关“迁台记忆”档案文献，省台联和省档案
馆领导分别向捐赠者颁发了捐赠证书。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共同参观了省档案馆“共同家园 共同记
忆”档案文献展。

福建省“迁台记忆”档案文献
征集保护工作推进会举办

“消息一出，我们立刻来了信心，都动起
来了。”台东果农蔡鸿义难抑脸上的喜悦。他
口中的好消息，是今年 6 月大陆方面恢复台
湾地区番荔枝输入。

此前，因多次检出大洋臀纹粉蚧等检疫性
有害生物，大陆暂停台湾地区番荔枝输入近两
年。

番荔枝在台湾称为释迦。太平洋西岸的
台东县日照充足、雨水丰沛，是台湾番荔枝最
大产地。“凤梨释迦”作为主要品类，种植面积
约 2700 公顷，年外销约 1.5 万吨，其中一度有
九成以上销往大陆。

驶离台东县城，向花东纵谷深处前进，卑
南溪在中央山脉与海岸山脉相夹下冲出片片
滩涂，满坑满谷的番荔枝果树青翠欲滴。晨露
未晞，记者跟随蔡鸿义来到他的果园。

“7 月剪枝，8 月授粉，再过一两个月疏
果 ……”蔡 鸿 义 边 介 绍 边 授 粉 。他 手 持 授
粉器，拨开花瓣，将授粉喷嘴卡进花蕊，旋
转授粉器并手捏喷粉球，“扑哧”几下花粉
便沿喷粉管抵达花蕊。有着 16 年种植经验
的蔡鸿义对这套动作轻车熟路。

到 12月，眼前果花就会长成果香四溢、口
感 Q 弹的番荔枝。“我们现在有做产销履历，
每颗果实都可溯源。”蔡鸿义黝黑的脸庞渗着
汗水。

2022 年 9 月起，为确保输往大陆番荔枝
安全，台东方面联合台东大学研究品质提升
方案，组织果农、包装厂等业者进行培训、整
改。“2020 年我们就听说果品有瑕疵。”台东
县县长饶庆铃说，因此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
有害生物清除上。

台东大学教授李俊霖走访多家包装厂发
现，清洁不规范导致“二次污染”是有害生物
残留果品的主因。

“‘凤梨释迦’如用水清洗不便运输保存，
因而只能人工手持高压气枪吹除果实上的粉
蚧。”李俊霖说，此前因包装厂未做好区隔，清
洁人员也没有规范流程，被吹走的粉蚧壳虫
易二次附着到其他果品上。

记者来到当地一家包装厂看到，“进货区”“清洁区”“包装区”
等作业区间设有白色防虫网阻隔，清洁区内摆有气枪和用防虫网
遮住的专用清洁篮。

包装厂设施完善的同时，清洁技巧也是关键。清洁人员需一手
持气枪，一手以掌心托捧果品，果蒂向上，由上及下环状吹拂，气枪
须始终朝下以免将害虫或虫卵吹向别处，每颗果实清洁时长不得
少于 30秒。

“新标准尽管会增加成本，但为了果品品质，我们必须要这么
做。”包装厂负责人吴孟泰说。

李俊霖表示，台东大学会对各包装厂逐一进行现场辅导和整
改检查。按照新的清洁规范，有害生物清除率可从此前的 80%左右
提高到如今的 99%，符合大陆方面品质标准。

走进台东大学，记者发现同样期待重返大陆市场的还有一
群特殊的“学生”。8 月初开始，台东方面在台东大学举办了 5 场
番荔枝品质认证辅导课程，内容涉及包装厂空间配置、产销履历
认证、有害生物防治方法等，每场都有约百位包装厂管理和技术
人员参与。

台东县农业专员杨珍琪表示，整改流程复杂细致，但农民都很
配合。下一步，专家将完成所有包装厂的现场辅导，并提供改进建
议，改善后给予认证。

“现在我对果品很有信心，我会把最高品质的‘凤梨释迦’带给
大陆同胞。”蔡鸿义谈及未来说，有销路才有钱赚，恢复销往大陆能
让他的收入翻三番，“笑哈哈”的日子就要来了。

（新华社台北8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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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晚，2023 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莆田赛区）在莆田市体育中心开赛。本
次比赛为期 3 天，采用单循环赛，共有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台湾体育大学、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等 4 支两岸高校球队参加。

当晚的揭幕战在清华大学和台湾体育大学间展开。赛场上，球员们配合默契，
有序组织进攻和防守，尽情挥洒汗水，精彩的三分远投、快攻、妙传、抢篮板、盖帽等
引来观众阵阵喝彩和掌声。 本报记者 林鹏 摄

近日，首届两岸融合特教人才研学营在福州结营，25 名两岸特教行业青年代
表依依惜别。活动期间，两岸青年来到福州西湖公园，了解中华园林文化，并参观福
建博物院展馆，感受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血脉亲情。

本报记者 吴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