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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广阔的市场和机遇
很有吸引力”

小蕉村深处，有一座二层的木构宅
院，这是蔡幸爵团队的工作生活场所。宅
院入口处，一片片釉色发黄的瓷片错落有
致地铺陈在蜡染的蓝色布料上。“这是在小
蕉村周围发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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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爵说。

小蕉村是座千年古村，村子周边分布
着宋、元、明、清的古窑址。蔡幸爵团队
希望“活化”小蕉古窑址文化，让村庄发
展更具生命力。

在台湾从事建筑行业 20 余年，2008
年，蔡幸爵来到大陆。“大陆地大物博、文
化多元，一个村庄就是一个不同的风貌。”
蔡幸爵说，“这些年，大陆乡村振兴、惠台

利民政策都非常好，大陆广阔的市场和机
遇很有吸引力。”

初到大陆，没有品牌，蔡幸爵也有接不
到项目的苦恼。他与大陆朋友一起摸索，终
于找到突破口——入乡驻村，开展陪护式服
务，从设计、监工一直到助力当地产业发
展。“我想，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他说。

在小蕉村，蔡幸爵一待就是3年。蔡幸
爵团队与台湾10余所大学合作，每年邀请
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实习，也有不少学生
留下来工作。蔡幸爵说，“台湾学习建筑、
文创等专业的大学生比较多，但市场有
限，难以吸纳那么多毕业生。大陆有这么
多暖心的政策，台湾的毕业生完全可以乘
势而为，来这里施展本领。”

“惠台政策多”“赶上了好时代”，是诸
多台湾建筑师、文创团队的心声。落实和
完善各项惠台利民政策，探索海峡两岸融
合发展新路，近年来，福建陆续出台《关

于鼓励台湾建筑师来闽参与乡村建设的若
干意见（试行）》《关于深化闽台乡建乡创
融合发展若干措施》，2021年，福建出台政
策，省级财政安排 5000 万元支持 100 个闽
台乡建乡创合作项目，开展乡村规划设计
等陪伴式服务。

当下，许多从事建筑、文创、农业、
旅游等行业的台湾同胞，在福建乡村广袤
的土地上追梦筑梦圆梦。

“越做越有劲儿，也越来
越有成就感”

“过去，别人介绍我时常说，这位是台
湾建筑师、景观设计师。现在，大家会
说，‘你是拿着规划设计图的福建农民’。”
台湾青年设计师张欣颐说。

带上工具，说走就走。到福建8年来，
张欣颐和伙伴们已到过100多个乡村，服务
超过20个村落。“到泰宁就是泰宁人，到下
党就是下党人，和当地村民一起生活、一
起劳作，我和团队伙伴都很喜欢现在的身
份——福建新村民。”她说。

泰宁县际溪村，是张欣颐团队在福建
的第一个乡村营造项目。山水环绕的“静
心书院”、仿古的“李家客栈”、青翠的

“李家菜地”、古朴的“创客坊”……漫步
村中，悠然雅致的田园风光尽收眼底。

“小张，来家里吃饭！”张欣颐和团队
小伙伴在村里人气很旺。一到饭点，不少
村民会喊他们一起吃饭；逢年过节，村民
还会招呼他们一起喝米酒……“这里人情
味特别浓。”张欣颐说，“际溪村已是我的
第二故乡。”

选择留在福建的，有不少是已在台湾
颇具声名的建筑师。参与规划设计台北淡
水“渔人码头”景观工程的建筑师吴正隆
便是其中之一。

“2014年来到福建，我原想着做一两个
项目就回台湾，没想到一直做到现在，连
家人都跟着来过年。”吴正隆说，“可以
说，福建一村一面，让我们充满好奇，也
很有动力。”

挨家挨户走访、制作效果图、征求方
案意见……最近，吴正隆正着手规划罗源
县起步镇集镇环境治理二期工程。

起步镇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宋代木构式
廊桥，村里的老人习惯坐在古桥上拉家
常。“我经常会来古桥，和村里的老人家聊
天，听他们讲镇里的历史及儿时的记忆。
我们很容易打成一片。”今年已60岁的吴正
隆说，帮助村民们留住乡愁，是他工作的
重心。

为修复古桥制作方案、修缮起步镇古
厝、细化长者食堂各项规划……吴正隆向
记者细数他的工作计划。“越做越有劲儿，
也越来越有成就感。”他说，希望承接的每
个项目都与以往不同，这都是新的挑战。

“我们朝着共同目标奋
斗，早已不分‘你我’”

台湾海峡最窄处的一侧，是福建平潭
岛。岛上的北港村依山傍海，山间一座座
黛青色石头厝犹如童话中的城堡，“海风吹
来时，山上的石头甚至会‘唱歌’。”北港村
丰富的原生态资源吸引着台湾青年林智远。

平潭，是林智远来到大陆的第一站。
“从平潭坐船就能到台中，比我去厦门还
快。”他说。

血脉深情，牵起了海峡两岸。听说林
智远从台湾来，村里不少年长的人会兴致
勃勃地提起自己的亲戚朋友早年去了台
湾，询问是否相识。“我们感觉没有隔阂，
很亲近。”林智远说。

闽台一脉传，是两岸一家亲的缩影。

在福建，林智远收获了意外的惊喜——找
到了自己的祖籍。在漳州平和县调研时，
林智远发现了一座林氏宗祠。“族谱上写着
我们来自平和，这在台湾一直没找到，没
想到我们的根就在福建。”他说，在平和吃
的好几道菜，和在台湾时吃的一模一样，

“连麻薯蘸花生碎的吃法都一样”。
在福建乡村干事创业，很多台胞不仅

有收获、有成就，也与当地人结下了深厚
的情谊。

台湾青年曾芝颖到福建 6 年了。近年
来，曾芝颖邀请了不少大陆团队加入她的
项目中，“乡创乡建讲求因地制宜，需要大
陆团队的共创。”两岸伙伴互助合作、携
手并进，建立了更深厚的感情。“我们朝着
共同目标奋斗，早已不分‘你我’，我想这
就是融合。”她说。

乡村振兴的田园梦，也是两岸融合的发
展梦。当前，不少在福建扎根的台湾团队自
发鼓励更多台湾专业人才到闽落地——

2020年，曾芝颖专门在台北设立办事
点，鼓励更多台湾设计师到大陆发展；
2021年，在她推动下，福建省青年建筑师
协会正式启动“海峡乡创奖”。“台湾专业
人才能在福建找到更大的舞台，希望两岸
乡创队伍能更深入地交流。”她说。

来自台北的吴仁珷从事旅游文创工
作，他和团队向台湾多所高校文创专业学
生推介福建文旅资源及乡村振兴的发展机
遇，计划今年上半年组织10余个台湾青年
团队，到福建乡村深耕创业。

…………
当前，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为来闽

发展的台湾团队提供各项服务，如政策咨
询、项目对接、协助办理相关申报材料
等。“希望帮助台湾团队更快地熟悉情况，
更好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福建省青年
建筑师协会秘书长陈顺杰说。

跨海而来跨海而来，，只只为为编织田园梦编织田园梦
——台胞在闽参与乡建乡创工作台胞在闽参与乡建乡创工作

本报记者 江 琳

湖水清澈，水车慢转，宽敞的石板道两侧鲜花绽放，与环抱村庄的绿树相映
成趣。

闽西北，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列西街道小蕉村生机盎然。“一期已经完工，往
前走是二期，我们规划了海峡两岸陶文化交流基地、蕉岭星空营地……”踏着待
修的土路，台湾建筑师蔡幸爵带着记者一边参观一边介绍。

近年来，福建省出台多项措施鼓励台湾建筑师和文创团队来闽开展乡建乡创
工作。截至目前，共有95支台湾建筑师和文创团队、300多名台湾乡建乡创人才
参与228个村庄的建设，乡村的变迁讲述着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故事。

老字号林立的十月初五老街，在本
地人眼中是澳门“宁静”与“祥和”的
代表。目及之处都是旧式的建筑、浓浓
的市井生活。“英记茶庄”在这条街上栖
身已经近一个世纪。

每天早上九、十点钟，64岁的卢石
麟开门迎客，给自己沏上一壶普洱，盘
点茶叶后，气定神闲地等待着街上渐渐
热闹起来。

这座仅有一间门面的茶庄里琳琅满
目，货架上摆满了荔枝红茶、祁门红茶等
各种茶叶。“英记茶庄是我伯父在1930年
开的。我父亲从 10 岁开始在茶庄帮忙，
在 2002 年交棒给我。”卢石麟说，英记茶
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请制茶师傅，
后面就变成纯进货的茶庄。但是英记一直
坚持着自己的选茶标准——传统、纯正。

“我比较守旧，珍惜传统。古老的标
准经过时间的考验，一定有保留下来的原
因。”他说，以前的茶都是由制茶师傅手工
做出来的，现在的茶大部分都是经过机器
加工、批量生产而制作上市。在工业化时
代，要找到达标的茶很不容易。很多老顾
客来茶行，都希望可以喝到曾经的茶味。

“好的茶好简单，喝完没有苦涩的感
觉，会有回甘的滋味。这个地方会说话
的。”卢石麟笑着指指自己的喉咙。

英记红茶栖身的十月初五街，保留
了澳门朴实无华的本真。店铺栉比、茶
楼林立、饼味飘香，承载着一代又一代
澳门人成长的记忆。英记也与老街共同
经历了风风雨雨。

2017年，超强台风“天鸽”正面吹
袭澳门，适逢天文大潮，澳门近三分之
一的城区顿成汪洋。当时，解放军驻澳
门部队官兵也来到重灾区十月初五街一

带参与灾后援助工作。
“这是英记茶庄开办以来面临最大的

一次冲击。”卢石麟表示，当时楼下货架
上的茶桶基本都被水冲走或者污染，损
失惨重。一家人在街道清理完之后，重
整旗鼓，继续茶庄营生。

也有风雨也有晴。卢石麟说，澳门
回归祖国以来，茶庄增加了很多内地游
客的身影，他们来到十月初五老街，往
往也会被古朴的招牌、旧式的铺面吸
引，感觉时光在这里停滞，于是进来买
一些澳门的茶叶作为礼物。

一传十，十传百，英记茶庄在内地游
客中逐渐积累了口碑。2021年，英记茶庄
突然爆红，成为十月初五街乃至澳门的“网
红”店铺，实现了疫情下的业绩逆势增长。

“红茶入口顺滑、微微甜……”“开
箱荔枝红茶，清甜解渴……”在内地社
交媒体平台，不少人推荐英记茶庄。澳
门特区政府旅游局还推出视频“荔枝红

茶爆红的背后”。
卢石麟说，他也不清楚英记茶庄突然

成“网红”的原因。也许是平实的茶叶价
格，也许是几十年来不改的简朴包装打动
人心，也许是一直以来坚守的回报……

英记茶庄仅有卢石麟和妻子、女儿
帮手。生意好的时候，包茶包到腰都直
不起来。采访间歇，陆陆续续有客人光
顾。从深圳来的黄先生一口气选购了几
大包茶叶。“每次来澳门我一定会光顾英
记红茶，他们家的口感特别纯正。”他说。

澳门本地市民潘先生在午休间歇溜
达来买茶。“我中意他们家的普洱，喝了
很多年了。”

称茶、上称、包装……茶叶在卢石
麟的手中如同艺术品被珍视对待。他笑
着说：“我只想做好每一天，做到茶庄有
100年那天或者更长，给自己、顾客、上
一辈有一个交代。”

（据新华社澳门电）

探访澳门老字号——

“网红”茶庄的百年梦想
新华社记者 李寒芳 刘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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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台湾乡建乡创团队参与规划的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同心村鸟瞰图。 受访者供图

“相约北京 燃情冬奥”两岸大学生冰雪嘉年华社团领袖训练营暨“精彩冬奥 共创
未来”走进石景山体验交流活动近日举行。在京高校20余名两岸学生参观了首钢滑
雪大跳台、京西五里坨民俗陈列馆等地，体验冬奥运动项目，感受老北京民俗文化。

▲ 两岸学生体验冰壶运动。
▼ 两岸学生听非遗传承人讲述北京传统手工艺品“兔儿爷”背后的故事。

中新社记者 朱 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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