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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丽萍 通讯员 郭文
晨） 北京时间3月16日晚，历时近5个月的第
七届“鹭创未来”海外创业大赛（英国赛区）圆
满收官。当天，在英国剑桥大学，17个进入决赛
的项目以现场路演的方式展开最后角逐；而在
厦门火炬高新区，政府部门负责人、科创者、投
资人等则通过网络视频连线方式，全程参与这
场“云端比拼”，并在颁奖仪式上推介厦门市、
火炬高新区的人才发展环境和政策，邀请英国
优秀科技人才来厦门创新创业、追梦圆梦。

本次入围决赛的项目主要涉及生物医
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
厦门市重点发展的产业。最终，经过激烈角
逐，王君鑫的建筑光伏一体化储能调光控温
系统斩获大赛一等奖；黄敬博的 NB-IOT 全
覆盖柔性屏下四维结构光智能锁，以及韩强
的非侵入式动态肺功能监护仪获二等奖；吴
诗博的云抗-计算辅助抗体药设计，葛明明
的相变热控技术研发及军民融合产业化，以
及方向的基于 LSTM 技术的电表大数据检测
系统获三等奖。

“今年的大赛同样立足国际化的视野，不
少项目更是站在全球技术的前沿，探索创新。
比如人工智能大模型和医药大健康领域，就
打开了应用场景的新思路，带来了不少惊
喜。”作为参与多届大赛的投资人，达晨财智
高级投资经理陈彬说，通过在线沟通，他们也

和多个意向投资项目商定进一步接洽。
据介绍，英国赛区于去年 11 月份启动宣

传招募，面向厦门市重点发展产业招引高端
科技人才项目，共募集到 71 个人才项目，报
名参赛项目同比增长超 5%。其中 17 个项目
晋级决赛，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项目 5
个、工业互联网行业项目 3 个、生物医药行业
项目 4个、硬科技项目 5个。

“中国厦门海外创业大赛历经 8 年发展，
赛区已从硅谷拓展到了北美、英国、新加坡、
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成为厦门国际化引才
的一张闪亮名片。”厦门火炬高新区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大赛新设立了德国赛区，
赛区决赛也计划于近期完成。大赛符合条件
的项目将纳入高新区人才创业项目储备，给
予相应政策扶持。

大赛搭台，全球引才。办赛至今，“鹭创未
来”中国厦门海外创业大赛累计吸引项目超
1000 个，培育厦门市“双百计划”项目近 150
个。首届大赛硅谷赛区引进人才的落地项目

“韫茂科技”，为国内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
自主创新发展补齐关键生产环节，目前估值
已达 20亿元。

数据显示，目前厦门留学人才总量达 3.5
万人，1000 多位高层次留学人才来厦门创办
了 700 多家高精尖企业，其中 10 多家企业已
成功上市。

赛区从硅谷拓展到北美、英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不少项目站在全球技术的前沿

大赛搭台，助力厦门国际化引才

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大赛决赛现场，赵俐翔团队介绍参赛项目“迈尔
医疗器械及相关服务产业化项目”。 （受访者供图）

17 日 一 早 ，连 日 阴 雨 后 难 得 天
晴 。记 者 驱 车 从 尤 溪 县 城 出 发 往 东 北
前行，1 个多小时后，只见山林间云雾
缭 绕 ，成 群 古 民 居 如 诗 画 般 浮 现 在 眼
前 ，清 甜 的 桂 花 香 越 来 越 浓 。桂 峰 古
村到了。

晨 光 和 煦 ，柔 柔 地 洒 在 古 树 、土
墙、黛瓦、红灯笼、青石板路上。山势错
落 ，古 街、古 民 居 层 层 叠 叠 地 往 高 处、
往远处铺散开。“走，先去吃豆腐花！”
沉 浸 在 美 景 中 的 人 被 一 声 呼 唤 拉 回
来 ，环 顾 四 周 ，才 发 现 不 过 一 会 儿 工
夫，宁静的古村里已是人群熙攘。石印
桥 边 的 百 年 豆 腐 坊 里 ，饱 满 的 黄 豆 挨
挨挤挤地溜进石磨，浓醇的豆浆、白花
花 的 豆 腐 脑 一 碗 一 碗 端 上 饭 桌 ，店 主
忙 得 团 团 转 。古 道 旁 的 麦 芽 糖 店 旗 幡
招 展 ，游 客 们 在 门 口、窗 口 排 着 队 ，等
着品尝“用麦芽和糯米熬制了 12 个小
时 ”的 甜 蜜 。往 村 子 深 处 走 ，随 处 可 遇
席 地 而 坐 的 写 生 者 ，蹲 着、趴 着、踮 着
脚找角度的摄影爱好者，穿着明制、宋
制汉服的年轻人……

和 美 热 闹 的 尤 溪 县 洋 中 镇 桂 峰
村 ，有 过 官 道 上 车 水 马 龙“小 福 州 ”的
辉煌过往，也有被嫌弃“又脏又破”“外
地人不愿来，本地人想逃走”的暗淡岁
月。几经蜕变，古村新生。近日，文化和
旅游部公示文化和旅游赋能乡村振兴

“十 佳 ”案 例 和 优 秀 案 例 入 选 名 单 ，尤
溪 县 桂 峰 村 入 选 全 国“ 文 化 和 旅 游 赋
能 乡 村 振 兴 优 秀 案 例 ”。2023 年 ，桂 峰
村游客量达 27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达 1.1 亿元。

古村新生 黄酒走红

“这几年，每年都能卖 1 万多斤黄
酒，最好的一年卖了 3 万多斤。”蔡文明
是 桂 峰 村 的 卖 酒 郎 。作 为 土 生 土 长 的
桂峰黄酒酿造技艺的第三十一代传承
人 ，他 亲 身 经 历 着 从“古 村 寂 寞 ，美 酒
无人识”到“古村名气响，黄酒卖得好”
的变迁。

古时，桂峰村位于尤溪至福州的一
条官道上，是尤溪内地达官贵人、商贾
小贩和艄排工人往返福州的必经之地
和食宿中转地，素有“小福州”之美称。
清乾隆年间，尤溪县令焦长发为桂峰十
景之“虹桥晓月”赋诗曰：“蒹葭露冷满
芳洲，鸿雁无声溪水流。独倚柴桥西畔
望，丹枫林外半轮秋。”

时光荏苒，到 20 多年前，桂峰村已
是村容破败，人迹寥落。

“过去，村里许多房屋残破、卫生环
境糟糕。不要说游客，就连我们自己也
待不下去，就想着要怎么逃离这个小山
村。”蔡文明说，自己也曾逃离家乡，到
福州打拼。

为了让村子活起来，让年轻人回得
来，桂峰村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一点点
蜕变重生。

“我们秉承‘保护性开发’‘修旧如
旧’等原则，最大程度还原保持传统古
村落历史环境、建筑风貌、文化韵味，并
在此基础上做好文化和旅游的开发。”
桂峰村党支部书记蔡华日介绍，在发展
旅游之前，桂峰村的收入主要依靠林业

和农业。2007 年，桂峰村被评为“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

此 后 ，桂 峰 村 一 边 进 行 村 容 村 貌
提 升 、房 屋 修 缮 等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一
边 打 造 蔡 襄 家 风 家 训 馆 、研 学 教 育 基
地 、民 宿 等 新 业 态 ，推 动 农 文 旅 深 度
融合，一路获评“国家级生态村”、“中
国 最 有 魅 力 休 闲 乡 村 ”、国 家 4A 级 旅
游 景 区 、福 建 省 首 批“ 金 牌 旅 游 村 ”、
第 一 批 全 国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村 、全 国 文
明村等。

2017 年 ，“ 尤 溪 桂 峰 黄 酒 酿 造 技
艺 ”被 列 入 第 五 批 省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蔡文明觉得，是时
候“回家做点什么”了。2018 年，蔡文明
放 下 在 福 州 打 拼 多 年 的 事 业 ，回 乡 创
业 ，从 父 亲 手 上 接 过 已 经 传 承 了 三 十
代的酿酒技艺。

“老祖宗留下来的技艺一直都在传
承，各家都有自酿黄酒，但过去销售不
多，每斤价格也仅 10 多元。”蔡文明告诉
记者，随着桂峰村的名气越来越响亮，
到这里观光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他酿
制 的 黄 酒 销 量 越 来 越 大 ，价 格 也 越 来
越高。“现在精装 3～5 年的黄酒，每斤
卖 58 元 ，即 便 散 装 销 售 1 斤 也 能 卖 30

元。”他说。
如 今 ，黄 酒 酿 造 技 艺 成 为 桂 峰 村

“内容丰富”“古味浓郁”的文化内涵之
一。有游客来时，蔡文明一边请他们品
鉴美酒的色香味，一边介绍酿制过程。

黄酒的走红也带火了蔡文明的“蔡
岭坊家庭农场”，他家的 5 间民宿节假日
常常供不应求。他介绍，目前农场拥有
正规的营业执照和相关资质证书，随时
可以线上销售，让更多远方的客人尝到
他酿制的黄酒。

文旅融合 产业兴旺

古桥听流水、古巷踱闲步、隔窗赏
村景……桂峰观景台旁一座古建筑，被
修缮开发成为“蔡乡茶社”。茶社内古朴
的茶桌与木柱土墙相得益彰，桌上精致
的茶具与墙上的水墨画相映成趣。

“《蔡氏族谱》记载，桂峰的开基祖
先蔡长是北宋名臣、茶学宗师蔡襄的九
世孙，‘蔡乡茶社’的谐音也有缅怀蔡氏
祖先之意。”屋主陈美蓉介绍，茶社通过
定制的茶具，还原宋代点茶技艺，让游
客品尝不一样的尤溪茶。

通过一次采风活动，陈美蓉喜欢上
桂峰村“满目皆古”的韵味，特别是她一
眼相中的这座“七家楼”。2022 年 9 月，她
与村委会签订为期 10 年的租赁协议，投
资 65 万元修缮院落、完善设施，并装修
出 4间民宿。

“我们 2023 年 7 月对外试营业，目
前 主 要 举 办 各 类 文 化 交 流 雅 集 ，定 期
进 行 宋 代 点 茶 表 演 ，同 时 为 游 客 提 供
免 费 歇 脚、品 茗 等 服 务 。”陈 美 蓉 告 诉
记者，她还向村里租赁 18 亩田地，投入
6 万元复垦后种植水稻、玉米，去年也
获得丰收。

来桂峰村发展乡村事业的不只是
陈美蓉。为更好地引进经营主体，这些
年，桂峰村探索“镇村主导，群众参与，
企业出力”的多元合作模式，将农户耕
地 、古 屋 古 厝 统 一 流 转 ，进 行 整 合 打
包，完成了蔡襄茶文化馆、桂峰玫瑰种
植 产 业 园 、民 宿 扩 建 、研 学 基 地 等 项
目。截至目前，村集体已流转出房屋 21
栋、农田约 280 亩，实现村集体增收约
25 万元。

古村的文化底蕴是产业振兴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年来，桂峰村围绕

“建筑文化”“理学文化”“景观文化”“民
俗文化”四大主题进行提炼打造，结合
蔡 氏 祭 祖 大 典、桂 峰“古 村 风 情 ”摄 影
展、桂 峰 晒 秋 节、“晒 族 谱 传 祖 训 ”仪
式、耕读传家——开蒙礼等传统民俗活
动 的 开 展 ，整 合 省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桂 峰 黄 酒 ”、三 明 市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桂峰麦芽糖制作工艺”等文化产业，不
断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最近，陈美蓉与团队一起运营着一
个抖音号，拍摄大量短视频宣传桂峰美
景及旅游、民宿和研学服务，粉丝“噌噌
涨”。她正规划着继续开发研学旅游，融
入桂峰村研学教育基地……

正午，阳光晒得石桥、土墙暖烘烘。
归乡的本地人、外来的追梦者，正和桂
峰的古树、古道、古民居一起，奔向更红
火的未来。

尤溪县桂峰村入选全国“文化和旅游赋能乡村振兴优秀案例”，2023年
桂峰村旅游综合收入达 1.1亿元——

古村有意续繁华 归雁逐梦上桂峰
□本报记者 马丹凤 通讯员 吴振湖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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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尤溪县洋中镇桂峰村赏美景、品美食。

俯瞰尤溪县洋中镇桂峰村。

近日，金桥·永安新型碳材料产
业协同发展中心项目入驻签约交钥
匙活动在上海举行。当天共有首批 5
家企业签约入驻中心，标志着中心运
营迈出实质性步伐，浦永合作在深化
区域合作、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取得
新突破。

产业为媒，山海“联姻”。2023 年
11月，在浦永对口合作的框架下，由永
安市政府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管理委员会金桥管理局、金桥集团
合作共建的新型碳材料产业载体——
金桥·永安新型碳材料产业协同发展
中心在上海金桥开发区揭牌成立。

永安市拥有丰富的石墨矿产资
源，石墨烯产业链初步形成，是全国
首 批 11 个 石 墨 烯 产 业 示 范 基 地 之
一。而上海金桥开发区在新材料产业
领域有基础优势，新材料产业园区、
公共平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细分
行业领先企业以及大企业开放创新
中心集聚于此。为此，浦永两地在新
型碳材料产业领域就此结上了“姻
亲”，实现双向奔赴。

依托这一中心，永安与上海浦东
新区围绕合作共建机制、产业协同发
展、产业投融资互通、政策体系共享、

产品示范应用、联合招商、共建产业
园区等方面，积极开展战略合作。

筑好巢，引凤栖。随着浦永合作的
深入推进，金桥·永安新型碳材料产业
协同发展中心迎来了首批“住户”。在
此次签约入驻的5家企业中，既有福建
烯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福建中禾
新材料有限公司等永安企业，又有上
海梁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承一
化学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康平健德工
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外省企业。

结上“亲家”后，上海的“亲戚”越
走越近。在浦永交流走访中，上海交
大技术转移中心有限公司、上海纳米
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上海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长
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上海长三角
技术创新研究院）等科研院所相关负
责人纷纷表示，他们要以碳材料领域
为切入点，加强与永安、金桥开发区
的紧密合作，基于各自优势，深度研
究碳材料及相关产业领域合作路径，
积极探寻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化落地
的合作契合点，为后续推动碳材料产
业链创新研发成果在储能、新能源汽
车、光伏、半导体等领域的应用拓展
奠定良好基础。

永安与上海浦东新区以产业为媒，山海“联姻”，发挥
各自优势，共建新型碳材料产业协同发展中心——

浦永结“碳亲”
筑巢引凤栖
□本报通讯员 陈莉莉 梁舒成

本报讯（记者 李向娟 通讯员
吴圣超 黄如莹） 近日，世界安溪青
年联谊会成立大会在安溪县召开，
200 多名海内外安溪籍优秀青年代
表回到故乡，共叙乡情话发展。记者
从会上获悉，为增强“世安青”的生命
力和影响力，世界安溪青年联谊会决
定启动“溪望”计划，包含两个子项
目，即创业孵化“鲲鹏”行动和慈善互
助“星火”行动。

记者了解到，“鲲鹏”行动将致力
于服务广大理事成员，通过为初创型
企业和创新项目等提供租金减免、导
师辅导、宣传路演、资金支持等扶持，
共同培育、孵化优质项目；“星火”行动
致力于帮扶残疾人、困境青少年及老
人，引导更多青年投身慈善公益事业。

安溪是我省重点侨乡和台胞祖

籍地，华侨历史悠久，港澳台渊源深
厚。一代代茶乡儿女秉承“靠自己骨
头长肉”的精神，在世界各地拼出了
一番新天地。“这一次回到安溪，发现
家乡变化真大，古迹保留得也很完
整。我要把在这里见识的乡土文化和
经济发展成效分享给在马来西亚的
兄弟姐妹。”世界安溪青年联谊会常
务理事、马来西亚安溪会馆联合会青
年团署理团长林汉淞说。

安溪县委书记吴毓舟表示，世界
安溪青年联谊会成立，翻开了海内外
安溪青年互动交流、共谋发展的全新
篇章。希望联谊会聚力搭好平台、做
优服务，着力打造广大安溪青年互学
共进的交流空间、追梦攀高的有益支
撑、畅叙情谊的温暖港湾，不断擦亮
安溪青年亮丽名片。

世界安溪青年联谊会成立
启动创业孵化“鲲鹏”行动和慈善互助“星火”行动

这几天，众多莆田市民的微信朋
友圈被涵江区庄边镇上院村抢“鲜”上
市的羊肚菌刷屏了，不少“吃货”纷纷
向羊肚菌产地——“稻菌轮作示范基
地”订购。

3 月 17 日，笔者在基地负责人蔡
风畴带领下走进被遮阳棚覆盖的稻
田，只见田垄上一朵朵肥美的羊肚菌
争相探出泥土。据初步测算，这里一
亩田可以采收新鲜的羊肚菌 500 公
斤，创产值 7万元。

蔡风畴介绍，去年底，庄边镇联
合市、区供销合作社和莆田市农科所
省级科技特派员团队，依托这里的万
农禾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地理条件得
天独厚的上院村示范基地利用冬闲
田试种羊肚菌，经过 2 个多月仿野生
栽 培 ，迎 来 了 丰 收 季 ，可 助 农 增 收
150 多万元。采收完羊肚菌，他们就
要溶田轮作种早稻了。

位于涵江区边远山区的庄边镇，
近年来积极引进外来流动党员和本地
人大代表、回乡青年等乡贤力量，采用

“党建+企业+品牌+基地+农户”合作
模式，探索创新“水稻+N”种植，根据
各村的地理优势，择优实施“水稻+川
芎”“水稻+草莓”“水稻+羊肚菌”等轮
作种植项目，以“亩均收益”蹚出了一
条增收新“稻”路。

“我们去年在庄边村承包了 120

亩农田实施‘水稻+油菜+草莓’轮作
项目，其中第一季120亩种植水稻，水
稻收成后第二季种植 100 亩油菜、20
亩草莓。为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我们
还在田野里搭建凉亭开发‘稻田火锅+
烧烤’，建起了草莓采摘园。”涵江区林
家庄农场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光周告诉
笔者，春节以来，百亩油菜花田陆续绽
放，来基地体验赏花采摘游的游客络
绎不绝，稻田火锅也很火爆。

陈光周在田头和笔者算了一笔
账 ，去 年 这 个 轮 作 项 目 投 资 120 万
元，其中水稻亩均产值 2000 元，油菜
亩均产值 1000元，草莓亩均产值 6万
元，加上稻田火锅、采摘园等收益，预
估能带来经济效益 160多万元。

在该镇另一“稻+药”轮作基地
里，村民们对丰收在望的川芎进行田
间管护。村民陈金星开心地说：“早稻
收成后种川芎，下个月川芎采收后又
可以种水稻了，这样一田双收，每亩
可多收入 6000元。”

另据了解，该镇“水稻+N”轮作
种植还大大降低了农田虫害，有效提
升了土壤的有机质和肥力，在“种地”
的同时实现了“养地”，促进农业可持
续发展。今年，涵江区将在山区其他
乡镇推广“水稻+N”轮作种植模式，
引导村民在有限的土地资源里种出
效益、种出产业、种出致富路。

“水稻+N”轮作
蹚出增收新“稻”路

□本报通讯员 林亦霞 陈碧娥 文/图

村民在采收羊肚菌村民在采收羊肚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