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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容村貌大变样村容村貌大变样

2023 年 11 月初，槐塘村迎来一群特殊的
客人——第三届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部分
参会的华商和侨商代表。深秋时节，槐塘村
依然绿意盎然，鸟语花香：桂花的香味隐隐
飘来，爬上墙头的月季藤蔓上依然挂着娇艳
的花朵，村庄中心广场的花坛里散落着一簇
簇叫不上名字的小花；不远处，收割完的稻
田里，田垄一行行一列列整齐排开，两处网
红打卡地——红色风车和蓝色相框沐浴在夕
阳里，“有风的地方，呼吸都是甜的”“田园美术
馆”几个大字清晰可见。

华商和侨商代表们一路走去，不断收获惊
喜。在村子南边入口下车，路边一座古色古香的
状元牌坊映入眼帘，仿佛诉说着历史的沧桑。由
此入村，干净整洁的道路两旁，风格各异的欧
式花园洋房穿插在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之间。

比萨斜塔、瓦伦西亚科学艺术城、荷兰风
车、伦敦卡姆登市场、意大利亚里托市场……
不少民居的墙壁上，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涂鸦
墙绘仿佛把最具代表性的欧洲风情浓缩到槐
塘村。此外，涂鸦墙绘还展现了槐塘村成为

“安徽华侨第一村”的历程和一些引人入胜的
自然风物。一些人家的门牌也引起了华商代
表一行的注意：右侧一列，“华侨之家”4 个大
字尤为醒目，紧接着下方写着“中国的侨乡
世界的槐塘”，下附门牌号和介绍槐塘村历史
的二维码；左侧一列，分别为住户姓名、侨
居国家、出国时间和从事行业。

“槐塘槐塘一路洋房 侨乡侨乡几代沾
光”，一户“华侨之家”大门上的对联正是如今
槐塘村村容村貌的生动写照。

“非常亲切。”匈牙利中欧经济文化研究发
展中心会长柯海啸是第三届世界华侨华人工
商大会的与会代表之一。作为一名浙江温州
籍侨商，他表示，槐塘村浓郁的侨乡文化让
他仿佛回到了家乡。而槐塘村与温州的历史
渊源，更是让他感到惊喜。

自上世纪50年代初，一些浙江沿海居民为
了生计，陆续迁居槐塘，其中温州人占全村近半
数。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移民槐塘的温州人就
以劳务、探亲、旅游等方式陆续移居国外，主要
集中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从事
餐饮、百货超市、裁缝加工和皮具制作等行业。

“从打工到逐步设厂开店、立住脚跟，槐
塘籍侨商很不容易。他们靠着勤劳的双手致
富，继而带着亲戚和邻居到欧洲打拼。正是
这种朴实的乡风成就了槐塘村‘安徽第一华侨
村’的美誉。”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侨联副主席吕
红梅介绍，现在，不少“侨二代”“侨三代”已
经融入住在国，从事的行业也更加多元化。

有人选择在海外落地生根，有人选择回家
乡落叶归根。近年来，回槐塘的海外乡亲越来
越多。

西班牙归侨王国烟曾在海外打拼了 30 多
年，这两年与妻子回到家乡，过起退休生
活。王国烟喜欢在村子里转悠，村中心广场
是他常去的地方：一边是华侨华人集资修建的
徽派建筑“思乡亭”，一边是充满欧式风情的花
园。“‘徽’‘侨’文化巧妙融合。”王国烟说，这
些建筑风格见证了华侨华人在海外拼搏奋斗
的历史，同时也是他们始终不忘桑梓的体现。

意大利归侨郑朝熙是槐塘村有名的“花
农”和“园丁”。回乡后，他不仅建起了具有徽
派特色的新楼，还钻研起了徽派盆景。现
在，他的庭院是当地乡亲和外地游客都爱驻
足停留的地方。在他的带动下，不少槐塘村
民都把自己的庭院装扮得更美了。

回乡创业热情高回乡创业热情高

稻田咖啡馆、红酒馆、乡村进口超市、鳜鱼
养殖基地……近几年，槐塘村各类新业态相继
出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谁能
想到这里几年前还是冷清沉闷的“空心村”？

“早些年，随着定居海外的槐塘人越来越
多，村里多剩下留守的老人和孩子，槐塘也成
了‘空心村’。久而久之，环境治理就相对滞后
了。”棠樾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玉雷表
示，自2022年初开始，安徽省委省政府和黄山
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部门相继到槐塘村实地调
研，对持续打好槐塘“侨”牌做出指示，并给予

政策和资金支持。由此，槐塘村大力实施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百千工程”，因地制宜推进“五
微”行动，做足“绣花”功夫，充分利用村内的
闲散地块，植入欧式元素，差异化打造具有
槐塘风味的小花园、小乐园。

在利好政策引导下，一大批槐塘村的海外
侨胞和归侨侨眷纷纷回乡创业。

“得知槐塘村要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消息
后，我明白回报家乡的机会来了。”西班牙侨
眷、星野美雅国际酒店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项丽莉在一家日企从事乡村文旅
项目开发工作。近年来，她在槐塘村村容村
貌改善和牵线投资项目上倾注了不少心血，
自己也投资了村里“稻田咖啡”等项目。她表

示，槐塘村自然禀赋优越，侨乡文化资源丰
富，可以因地制宜蹚出一条发展新路。为
此，她在北京、安徽和日本、欧洲之间“几头
跑”。“虽然辛苦，但能发挥自己在文旅项目开
发上积累的丰富经验，把家乡变得更美更
好，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项丽莉说。

“这两年，村里的变化翻天覆地。”最近，
西班牙安徽黄山同乡会常务副会长王震正在
和郑村镇政府和棠樾村村委会洽谈合作项目。

“家乡发展起来了，配套设施一定要跟上。今
年，我想把自家在村头的一块建设用地利用
起来，建起一栋 4 层小楼，分别用作进口超
市、西餐厅、侨史馆和会议室。目前，项目正
在申报当中。”提及建侨史馆的初衷，王震说，
想为槐塘村保留一份侨乡记忆，希望更多的

“侨二代”“侨三代”回乡看看时，能了解长辈
们出国创业的艰辛历程，也希望更多来槐塘
村参观的外地人能了解槐塘村的侨乡文化。

在槐塘村南入口处，一片面积达6公顷的
广阔水域引人注目。在这片水域，160多个巨
大圈养桶里，数万条鳜鱼将陆续捕捞上市。这
是意大利侨眷刘秋星投资建设的安徽最大陆基
圈养桶鳜鱼养殖基地。该基地有效缓解了黄山

市臭鳜鱼产业原料紧缺的难题。“希望能为家乡
多做一些事，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刘秋星介绍，
2022年，他的鳜鱼养殖基地产量17万余斤，产
值近600万元，带动40余户农户就近就业。

“槐塘村人始终心系家乡，回报桑梓。”刘
玉雷介绍，数十年来，40 多位华侨多次集资
捐款50余万，4次拓宽浇筑村中水泥路。近年
来，海外的槐塘人纷纷为家乡建设发光发
热，自发捐款新建槐塘小学、新安中学等，
在本地的投资近 20 亿元人民币，兴办了旅
游、餐饮、工厂等企业30余家。

侨乡品牌特色多侨乡品牌特色多

2024年1月1日，歙县郑村镇槐塘村人潮
涌动，气氛热烈。随着“歙采缤纷·嗨 FUN 槐
塘”新年派对精彩上演，槐塘村以“传统文化+
时尚潮流”的新潮玩法开启了新的一年。

“非遗情景剧+音乐节”“线上直播+现场观
看”“青创市集+后备箱市集”“丞相状元·槐塘双
喜”……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吸引了众多青年
人走进槐塘、爱上槐塘。“有吃有喝有玩儿，现
场欢声笑语不断，槐塘村的人气旺起来了。”刘
玉雷说。

项丽莉表示，近两年，她明显感觉槐塘
村更有活力了，住在村里的人和远在海外的
乡亲参与建设家乡的热情更高了。

近年来，槐塘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打响
“侨”品牌，做好“侨”文章。其中，“侨乡·法官
工作室”是一张特色“侨”牌。

“因为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众多，槐塘村
的乡村治理需要面对户籍变更、遗产继承、孩
子回国上学、国外驾照变更、不动产登记等
涉侨问题。”吕红梅介绍，为切实维护海外侨
胞和归国侨眷的合法权益，2018 年，歙县人
民法院在槐塘村民小组设立了“侨乡·法官工
作室”，这是首个设立在村民小组的法官工作
室，也是安徽省高院和侨联联合确定的涉侨
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单位。

从 2020 年开始，“侨乡·法官工作室”提档
升级，职能由原来化解传统民事纠纷向助力
侨企发展转变。吕红梅说，前不久，歙县一
家侨资企业与绍兴某公司发生纠纷，侨资企
业 2000 余万元的应收货款面临重大风险。法
院受理该案后，启动法官工作室的工作流
程，通过法官耐心释法明理，最终两家企业
握手言和，2138 万元的货款很快到账，解决
了侨企的燃眉之急。

“侨资源是槐塘村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
量。”刘玉雷表示，下一步，槐塘村将突出槐
塘华侨村的特色和传统文化优势，创意打造
村落景致，做好乡村产业发展文章，不断增
强群众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新时代·新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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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张良） 日前，2023“一带一路”（东北亚）
餐饮产业发展交流会在辽宁省沈阳市举办。此次交流
会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指导，沈阳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主办，沈阳市侨商联合会、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东北亚
专业委员会、沈阳新侨创新创业联盟、浑南区餐饮商
会承办，沈阳农业大学、环渤海企业家联盟、沈阳华
侨餐饮文化委员会等协办，主题为“新起点、新融合、
新突破”。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西班牙等国家的
中餐业者 （线上） 和沈阳市侨界餐饮企业代表参加会
议。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副会长武力、中国饭店协会荣
誉会长刘敬贤、世界中餐业联合会特邀副会长罗永
存、辽宁省饭店餐饮协会会长祁迹等出席会议，会议
由沈阳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张梅主持。

武力表示，近年来，中餐业正向品质餐饮、社区
餐饮转化，中餐业者迎来发展新机遇。中餐是中华文
化在全球推广的最好载体之一。未来，沈阳要不断完
善中餐“走出去”机制，以“侨”为媒整合好辽菜资源。

沈阳农业大学副校长李斌作为沈阳侨界食品行业
学者专家参加在线分享，从中餐产业开放创新维度
上，提出预制菜理念、目标任务、对策措施等。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副会长、日本中餐业联合会会长
程显齐作了精彩的海外在线分享，提出以中餐为媒，
加强中日民间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思路做法。

美国中餐联盟创始人赵睿分析了中餐产业化的趋
势以及美国中餐产业化的前景，对中餐企业赴美国发
展提出建议和注意事项。

俄罗斯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俄罗斯科
斯特罗马喜宝饭店总经理林喜宝提出，以餐饮为纽
带讲好中国故事，做一个民间大使。

日本东京龙祥轩中国餐馆董事长苗伟和世界中餐
业联合会兼职副会长、西班牙龙之味餐饮集团董事长
郭坚勇也通过在线对话，分享中餐业现状和未来发展
展望。

张梅表示，各级侨团组织积极搭建平台，以“侨”
为媒汇资源，助力餐饮产业发展。沈阳市侨联要充分
发挥侨联组织联通沈阳与世界的桥梁纽带作用，进
一步弘扬中华文化，扩大海内外中餐业者朋友圈；
加强与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合作，加大对餐饮文化的
宣传推介，不断提升沈阳的国际影响力；以“侨”为媒
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吸引海内外更多人才、技术、资
本向沈阳集聚，努力在辽宁打造新时代“六地”中当好

“排头兵”。
据了解，沈阳市侨联在世界中餐业联合会指导

下，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 3 届餐饮产业发展国际会
议，以中餐为载体，以“侨”为媒，打造中餐“走出去”
的新通道，搭建中餐文化海内外交流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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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式花园洋房与徽派建筑民宅参
差错落，咖啡的浓香与茶叶的清香交
织碰撞，墙壁上的精美涂鸦与不远处
的开阔稻田相映成趣……走进安徽省
黄山市歙县郑村镇槐塘村，人们会惊
讶于这里欧洲风情和徽州底蕴的自然
交融。槐塘村不仅是一座有着千年历
史的古村落，还享有“安徽华侨第一
村”的美誉。

槐塘村位于歙县西郊7公里，隶
属郑村镇棠樾行政村，全村 419 户
1363人，有290余户800多人旅居海
外。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逐步
在槐塘村展开，村庄的“颜值”刷新了，

“气质”提升了，发展的底气更足了。

图为槐塘村中心的花园。 郑 宏摄

图为盛夏时分游客在槐塘村的稻田里拍照。 郑 宏摄图为盛夏时分游客在槐塘村的稻田里拍照。 郑 宏摄

2023“一带一路”（东北亚）餐饮产业发展交流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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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槐塘村一角。 高夏菁摄图为槐塘村一角。 高夏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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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云南省弥勒市西三镇马龙社区彝族
群众忙着晾晒丰收的玉米，“丰景”如画。群众把
玉米晾晒在室外，通风透气易干易储。晾晒玉

米为乡村增添一道靓丽风景线。图为马龙社区
彝族群众正在晾晒玉米。

普佳勇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