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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的
实施意见发布。《意见》提出，深入推进闽台乡建乡创合作项目，创建一批合作
样板县（镇、村），吸引更多台胞领办创办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贸易合作社。

近年来，福建在全国首创以乡建乡创为主题的闽台合作模式、第三方全程
辅导服务模式和两岸建筑师联合驻村模式，鼓励和吸引了一大批从事乡建、文
创、农业、旅游等行业的台湾建筑师和文创团队来闽扎根基层，参与乡村振兴。

乡村不仅是农业生产的空间载体，也是广大农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故

土。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局出发，福建的市场大、需求旺、前景好，台湾在乡
村建设方面起步早、理念新、经验多。乡建乡创项目的持续推进，不仅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完善城乡基层治理注入新的活力，而且起到了赓续闽台文化
根脉、助力台胞扎根融入、促进两岸同胞心灵融合的作用，为深化两岸融合发
展作出示范，走出一条颇具福建特色的以闽台融合促乡村振兴之路。

记者了解到，闽台乡建乡创相关做法获评第三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
动”最佳案例，获评 2022 年福建改革品牌，正向全国宣传推广，浙江、江西、宁
夏等省份已在借鉴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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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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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乡创带来的家园蝶变

林智远来到平潭北港林智远来到平潭北港
村后村后，，修缮村内石厝民宿修缮村内石厝民宿，，
并 以 当 地 的并 以 当 地 的““ 石 头石 头 ””为 灵为 灵
感感，，创建融民宿创建融民宿、、文创于一文创于一
体的体的““石头会唱歌石头会唱歌””品牌品牌。。
图为北港村全貌图为北港村全貌。。

江信恒江信恒 摄摄

游客在平潭“石头会唱歌”文创工坊前，敲击“会唱歌的石头”。 江信恒 摄

“太极峰神摇漂流”是平和县南胜镇欧寮村的网红旅游项目。受访单位供图

罗源县起步镇大众茶馆里，“银发族”正悠闲饮茶闲聊。 刘其燚 摄

2023年，欧寮村被列为省级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村。 受访单位供图

□本报记者 林霞

“寻根”之旅——
在乡野中溯源、在共建中共融

闽台一家亲。福建与台湾，两地血
脉同源、文化同根，仅同名同宗村就有
280对。

台湾同胞先祖多从大陆迁移过去，
又以漳州、泉州为主。漳州市平和县被
称为“大陆迁台第一县”。明末清初以
来，从漳州府平和县迁台的台胞成千上
万。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 300 多万台
胞祖籍在平和县。

平和县五寨乡埔坪村就是其中一
个同名同宗村，是台湾望族“雾峰林家”
的祖籍地。埔坪村距离平和县城大约
40 分钟的车程，村里的建筑群保存完
好，斑驳的老墙诉说着它的历史：200
多年前，林家后人从此处出发，迁居台
中雾峰，后经三代休养生息、垦殖拓荒，
成为当地有名望的家族。

同时，村里新挖开的土方、角落堆
放的瓦片、随处可见的脚手架等，又诉
说着一个勃勃生机的未来：施工队正在

“复活”古建筑、古村落，将重演“双木为
林，两岸一家”的“迁台记忆”。

正在修缮改造中的思永楼始建于
清雍正年间。未来，它将成为“迁台记忆
馆”，规划图显示，展馆将详细展示“雾
峰林家”的发展历程、相关建筑等，并设
有VR体验区、展厅简介区等。

“目前，沿路建筑正在立面改造，将
融入‘迁台记忆’和林氏文化等元素。”
平和县住建局局长庄汉生说，通过珍贵
的历史文物、生动的场景还原和互动体
验，让更多人了解台湾的历史文化，感
受两岸人民的拼搏精神和民族情感。

为守护好一份份珍贵的记忆，福建
已将开展“迁台记忆”档案文献的整理
与研究列入福建省“十四五”规划，向海
内外公开征集“迁台记忆”档案文献。台
湾沈春池文教基金会在岛内启动了“迁
台历史记忆库”抢救计划，岛内民众积
极参与。

去年初冬时节，台湾“雾峰林家”后
裔参访团一行35人，先后到漳州、厦门、
福州和泉州等地参访，探寻祖辈生活的
足迹，并回乡寻根谒祖。台湾“雾峰林氏”
宗亲向平和县五寨乡埔坪村宗亲捐赠了
家族迁台史料，为埔坪村正在建设的“迁
台记忆馆”提供珍贵的馆藏资料。他们
说，“迁台记忆”不能忘，它是证明两岸同
胞血脉相连、一脉相承的史实资料，子孙
后代应该知道他们的根在哪里。

来自台湾高雄市的李志章是一名
建筑规划师，负责“迁台记忆馆”的修
建。“最初，我们想做一个关于‘雾峰林
家’简单的展陈，‘雾峰林家’的人回到
平和，有个寻根问祖之地。”

很快，更多台湾“雾峰林家”的子孙
参与了进来。

8 年前，来自台湾嘉义的林智远在
平潭挖掘“会唱歌的石头”，开启大陆文
创村营造之路。刚开始，他认为自己只
是一个旅人；现在，他在平和县找到了
根，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回乡的游子，福
建是自己的故乡。

2021 年 6 月，在平和县安厚镇林氏
宗祠里，身穿传统服饰的林智远在族亲
长辈的带领下，祭拜祖先，认祖归宗。他
在手机屏幕里看到海峡对岸的爷爷流

下激动的泪水。
现在，他正忙着收集相关家信、资

料等，要把林氏迁到台湾和“雾峰林家”
的那段历史找回来，一起共建“迁台记
忆馆”。有人说他“天真”，林智远是这样
回答的：这个时代不缺世故的人，缺的
是天真的人。

数据显示，自两岸开启民间交流以
来，台湾“雾峰林家”后裔频繁回到平和
祭祖，寻根溯源，数量达 60 多批次 1000
多人次。

乡建乡创让两岸民众在乡野中互诉
亲情、共话桑麻，于田野间绘就乡村振兴
的美好图景。譬如，在邵武市、闽清县、三
元区，从事乡建乡创的台湾团队分别与
省艺术学院、福州大学、三明学院师生团
队在田野调查、微景观设计、经验分享、
毕业设计等方面开展产学研合作。

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选择将足迹
印在福建的乡野。如今，已有130多支台
湾建筑师和文创团队、450 多名台湾乡
建乡创人才，为福建的 400 多个村庄和
社区提供旅游规划、设计创意等服务。

“活化”传统村落——
凝聚人心共识、唤醒文化潜能

护文化根脉，守海峡乡愁。乡建乡
创不但为两岸传递亲情架起桥梁，也推
动着乡村的巨变。

说起福州市罗源县起步镇的变化，
70 多岁的村民周振武就忍不住竖起大
拇指：“中午到长者食堂吃饭，吃完饭到
隔壁文化中心下棋，下午与茶友相约大
众茶馆，晚上沿着起步溪散步，日子很
充实。”

时间回到 2021 年。台湾规划师吴
正隆带着团队入驻起步镇时，面对的是
一幅杂乱的景象：空中“蜘蛛网”横七竖
八，农贸市场毫无秩序，路上车辆拥堵
更是常态。在此开展乡建乡创试验，首
先要开出整治“处方”。

令他惊喜的是，当地政府充分尊重
设计团队在规划设计上的专业水平，在
起步镇干部的配合之下，他的团队通过
前期的走街串巷和座谈，征集、吸纳了
1000 多条居民意见，梳理成最终实施
的 41个项目。

蝶变带来了美好生活。
在起步镇，已找不到往日“脏乱差”

的痕迹。新修的起步镇农贸市场运用了
马头墙的式样，店铺招牌和遮阳棚统一
整洁，商业步行街古色古香，人车分流
后的道路秩序井然。

乡建乡创并非仅在营造一个村、镇、
县，而是激发乡村的自主意识，营造一种
新文化，激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

“我捐资 2 万元，希望能为家乡老
人的幸福生活出一份力”“我出资 3 万
元”……起步村的长者食堂更多是借助
在外乡贤捐的善款，通过“县里补、镇村
出、社会捐、村民交”的资金筹措方式，
实现常态化运营。

起步镇还探索并建立“人居环境整
治积分制”，将人居环境整治积分制同
产业发展相融。设立“红黑榜”考评，不
仅针对居民，也对企业进行积分考评，
形成从“要我评要我改”到“我要评我要
改”的人人争先氛围。

在去年举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乡
建乡创奖颁奖典礼上，起步集镇环境整

治项目荣获“乡建类金奖”。“乡建乡创
的试验，不只是在营造一个集镇，实际
上它在营造一种新文化、营造一个新的

‘人’，最终达到凝聚集镇意识、改善集
镇环境、建立集镇文化特色的目的。”起
步镇党委书记肖用良说。

乡建乡创的本质，其实最终目的在
于激发群众的意识，利用地方文化资
源，进行针对性的保护与利用。这也是
大部分台湾团队扎根福建村庄的初心。

屏南县甘棠乡小梨洋村有 400 多
年历史，这座村庄有许多标签：福建省
级传统古村落、清代戍台名将甘国宝的
出生地等。如何激活积淀的文化，成为
台湾上趣开新团队启动改造该村庄的
重中之重。

“甘国宝两度跨海担任台湾总兵，并
成为福建陆路提督和水师提督。”台湾上
趣开新团队代表张欣颐赞叹甘国宝对闽
台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他的事迹可是
在闽剧、台湾歌仔戏里广为传唱的”。

目前，该团队已完成小梨洋村总体
设计布局定位、小梨洋甘国宝故居展示馆
室内设计方案，准备绘制施工图纸，推进
药膳餐厅、百草园、甘国宝主题产品定位
及形象包装设计等工作，希望透过一条
街区及多个节点形成甘国宝文化街区。

该团队在开展乡建乡创时总能挖
掘当地独特文化，如古迹、传统技艺、传
统习俗等，最终造就多样化、各具特色
的文创村。2014 年，团队进驻泰宁县际
溪村，开展村庄的规划与建设。团队调
研发现，际溪村地处丹霞地带，林深水
美、景色奇绝，再加上当地耕读文化底
蕴深厚，历史上涌现出宋代名相李纲等
一批名人，这激发了大家围绕“耕读李
家”开展创意。自此，“耕读李家”成为际
溪村的代名词。

2018年，在平潭苏平片区官井村，该
团队把石厝、海岛风情等平潭特色元素
融入立面改造，以隧道文化为主线，融合
遗址文化、抗倭文化，打造隧道文化街
区。沿官井街道的石厝外立面，被绘上了
五彩斑斓的图案，为老街叠加了新的色
彩。团队负责人陈大引说：“一直以来我
们不断和居民沟通，设计稿前后改了 20
多遍，力图保留街道原本的味道，并附加
上新的色彩，打造独特的乡村街道。”

福建乡建乡创的方案涵盖人、文、
地、产、景等等，几乎是落地即成熟。台
湾青年建筑师和文创团队深入福建村
庄，从规划、设计、营造美丽乡村，到创
意营销带动产业发展，将一场又一场

“活化”试验落地村、镇、县等，从而激发
城乡活力、凝聚更多人心。

扩大覆盖面——
推动产业兴、村庄旺

乡建乡创，让乡村振兴找到新的
支点。

头戴安全帽、身穿救生衣、手抓漂
流船，游客从深山峡谷间顺流而下，霎
时水花四溅！“太极峰神摇漂流”的短视
频在网上热传，短视频的拍摄地在平和
县南胜镇欧寮村。

近日，记者在欧寮村驻村第一书记
吴福强的带领下走进村里的一幢旧式
瓦房。墙壁上，“中共闽粤边特别委员会
机关旧址 ”14 个红色大字鲜艳夺目 。

“红色资源是欧寮村的优势，我们在靖
和浦苏维埃政府旧址和中国工农红军
闽南独立第三团指挥部旧址的基础上，
打造‘红色欧寮’研学品牌。”

绿色是欧寮村另一张王牌。流过村
子的溪流散发出银光。吴福强激动地介

绍：“这里是靖和浦边界，也是九龙江南
溪源头，水系发达，水流自西向东贯穿
全村，是天然的漂流河道！”

“太极峰神摇漂流”项目正是依托
“红色资源+绿色生态”而诞生的。“我们
盘活集体资源，参与‘我家欧寮’乡村旅
游开发建设，动员半数以上的村民筹资
近 1000 万元，共同保护性开发‘神摇漂
流’旅游项目，村民闲置的旧瓦房还被
改建成‘半山民宿’。”吴福强说。

欧寮村地处平和县东部太极峰腹
地，这个在村民的口中曾经是“女孩不
愿嫁本地，男孩都想去外地”的革命老
区基点村，在乡建乡创中做起山水文
章，实现完美蜕变。

短短两年，欧寮村集体收入已从
2021 年的 5 万元增加到去年上百万元。
村民林财笑着说道：“我们的生活幸福
指数，是呈几何倍数增加！”

在乡建乡创中，福建顺应乡村振兴
形势发展和农村现代化建设实际需要，
2022年底制定《福建省闽台乡建乡创合
作管理规定》，2023年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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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样板实施
成效要素》，支持3个样板县、9个样板集
镇、9个样板村，重点围绕提升人居环境
质量、开展三类农房改造（适老化、宜居
化、民宿化改造）、完善惠民公共空间、
完善乡村景观设施、完善设施运管机
制、探索收益保障机制、探索闽台融合
措施等七方面，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
村振兴模式。美丽乡村从“点的示范”向

“线的联结”“面的扩散”，实现了由表及
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以三明市三元区为例，在这里，乡
建乡创已辐射至整个区县。列西街道小
蕉村、岩前镇岩前村、莘口镇楼源村等 9
个村先后同台湾团队签订“陪护式”服
务协议，就陶文化主题文创村、万寿岩
文旅小镇景区、楼源村特色栽培产业等
重点项目开展乡建乡创设计。

小蕉村成功“出圈”：台湾“跨界自
造”团队“活化”小蕉古窑址文化，打造
五色稻田，开发用纯天然植物染料制作
的布包、抱枕等文创产品，和当地政府
策划举办了“星期天市集”等活动。如
今，“小蕉生活”成为人们向往的生活，
去年游客突破 18万人次。

岩前镇发挥“万寿岩”富硒公共品
牌的影响力，凭借星桥、下寨千亩富硒
米生产基地，忠山、楼源省控蔬菜基地
的资源优势，与台湾团队探索培育农事
体验、蔬菜采摘等新业态，开发蔬菜系
列伴手礼，发展农家乐、民宿等第三产
业，打造近郊型现代农业。

近年来，福建大力推动深化闽台乡
建乡创融合发展，各地出台扶持政策，
构建服务体系，吸引更多台湾团队扎根
基层、陪护乡村，推动台湾团队与省内
高校合作，拓展合作范围，通过打造一
批样板县、样板集镇和样板村，不断扩
大样板覆盖面，探索助力乡村振兴和两
岸融合的模式机制。记者了解到，今年
省级将继续安排奖补资金支持3个样板
县、14个样板集镇、14个样板村。

福建乡建乡创从最初在 4 个行政
村实践，到如今已推广到全省 400 多个
行政村、覆盖 87%的县（市、区）。从最初
的人居环境整治和古建活化利用，到如
今已拓展到村庄的文化挖掘、文创设
计、产业培育、旅游开发、基层治理等。
福建，正以乡建乡创为抓手，以服务本
地居民为中心，兼顾城乡融合，为乡村
振兴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良好环
境和空间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