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福建積
極探索兩岸融合發展
新路，不斷引進台灣
基層治理專業人才，
共同參與美麗鄉村建
設，令一個又一個村
莊實現了美麗蝶變。
來自台北的陳柏菁在
大陸這些年，開展陪
護式鄉建鄉創服務，
在福建平潭、寧德福
安等地參與鄉村振興
改造項目。

去年陳柏菁帶領
團隊來到福州市連江
縣黃岐鎮古石村，經
過他和團隊的持續努
力，古石村實現了蛻
變與新生，成為 「網
紅村」 。從來時的隻
身一人，到如今集合
兩岸18位鄉創人才的
「福人號召」 文創團
隊，陳柏菁在大陸鄉
村振興的藍圖中，找
到自己完美的契合
點，他與這片故土的
聯結更緊密了。

大公報記者
蘇榕蓉（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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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古厝活化石屋 遊客如進時光長廊
▼福建連江古石村 「福人號召」 文創基地。

▶ 福 建
連江古石村
經過一番改造
後，成為網紅村。

「福人號召」兩岸文創團隊的
「90後」成員 「小五」，以前做裝修

工作，現在跟隨陳柏菁，學會了沖煮咖
啡、欣賞音樂，還學習了航拍，成為團隊中

的骨幹力量。他說，在陳柏菁老師身上，看到
了年輕人的朝氣和活力，用雙手創造美， 「別想這

麼多，先去幹。陳柏菁總是這樣跟我們說。」
作為連江縣政協委員會參政議政人才庫成員，陳柏菁在

基地成立了 「福人號召」人才驛站，定期舉辦沙龍活動，希望吸引更
多兩岸青年參與鄉村振興，共同挖掘古石村濱海旅遊的潛力空間，打
造一個有閩台元素的藝文村，帶動旅遊發展。陳柏菁說，希望這裏能
成為兩岸青年交流的重要驛站，鼓勵、引導年輕人，讓兩岸的年輕
人在基地交流學習，碰撞思想火花，增進彼此交流，讓兩岸年輕人
煥發生機與活力。

隨着黃岐至馬祖 「小三通」客運航線的復航，陳柏菁希望將古
石村打造成台胞來閩的第一站。陳柏菁表示，古石村有着良好的區位
優勢，黃岐鎮有黃岐—馬祖白沙 「小三通」，兩岸人員往來頻繁，他
可以利用自己台胞的身份，吸引馬祖和台灣青年進來，並用自己在大

陸積累的鄉建鄉創經驗為他們提供服務和創業輔導，為他們實現創業夢
想鋪路，為兩岸文化、鄉村融合發展添磚加瓦。

成立人才驛站
參與鄉村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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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福人號召」 文創基地成為 「村咖」 新
晉網紅的路上，創新舉措不斷。台胞陳柏菁在古
石村引入慢生活理念。他把民宿打造成複合式的
空間，專門有一間 「共享廚房」 。在 「共享廚
房」 裏，不僅配有灶台、電飯煲，鍋碗瓢盆等也
是一應俱全。陳柏菁希望到古石村的遊客能慢下
來，而不是走馬看花。 「遊客可以在咖啡館裏喝
咖啡，茶廳裏圍爐煮茶，靜下來看幾本書，再去
漁港買海鮮回來自己下廚做菜，而不只是玩遊樂
項目。」 陳柏菁也時常和來基地的遊客交流，分
享自己的故事。

「鄉味」 視頻正成為鄉村旅遊加速發展的
一個助推器，吸引都市人去鄉村尋找
「詩和遠方」 。陳柏菁和團隊挖
掘當地的風俗、村史、美食，
通過短視頻、直播等方式，
讓鄉村 「被看見」 「被關
注」 。 「希望台灣的朋友

通過我的視頻會更想了解大陸。了解大陸的發展不能只關注高
樓林立的大城市，守護傳統文化、發展旅遊業的小村子也很有
魅力。」 陳柏菁表示，只要有回台灣，他就會把在大陸的
所見所聞分享給親朋好友，推薦大家親自來走一走。

陳柏菁不僅將文創帶進古石村，打造全業態旅
遊，還將台灣的香草、百合等農作物帶到當地試
種，期盼未來能夠促進當地農民增收。他希望未
來能夠引導村民種植這些高單價的物品，甚
至可以發展種植成一個香草園。 「我們
不僅用其做成香草茶飲品，還可
以美化鄉村的環境。」

鄉味視頻 吸引台胞了解大陸

福州連江縣是祖國大陸距離馬祖
最近的地方，古石村與馬祖列島隔海相

望，擁有近90座古石屋，保存着黃岐、馬
祖兩地相似的石屋特色。 「古石村與馬祖很

像，讓我感到很親切。這裏的石厝很有特色，漁
村文化保留得非常好，吸引着我前來。」 受訪
時，台胞陳柏菁表示，古石村對他而言，有着特
殊的意義。30年前，他在馬祖南竿鄉當兵時，就
曾隔着一灣海峽眺望古石村。未曾想到30年之
後，他會在黃岐鎮古石村這邊，眺望馬祖。

陳柏菁的團隊目前聚集了18位兩岸鄉創人
才， 「號召有福氣的人聚在一起，做有意義、正
能量的事，是我們團隊起名 『福人號召』 的初
衷。」 陳柏菁介紹，自2018年以來，他們在平
潭、寧德等地創建了 「福人號召」 文創基地，並
孕育了茶葉、咖啡、民宿等多種產品和業態。帶
着品牌孵化的成功經驗，去年，陳柏菁和團隊對
古石村進行了系列改造。

八方遊客紛至沓來
御風，枕海，聽濤聲。在古石村 「福人號

召」 文創基地，陳柏菁內心安定且歡愉。在這
裏，他找到廣闊人生舞台──和當地政府一拍即
合，以駐村陪護式服務活化利用當地特色石屋，
並始終堅持修舊如故、應保盡保，保護開發與活
化利用相結合。

在陳柏菁看來，在大陸做一名鄉村規劃師，
最後 「一公里路」 尤其重要。要想將遊客留下，
既需要保留發展傳統建築，也需要豐富旅遊業
態。於是陳柏菁把當地原始石厝改造成集文創生

活、美食娛樂、創客體驗、休閒樂園為一體，原
創咖啡館、特色民宿、24小時無人雜貨舖等多元
業態的 「福人號召」 文創基地，讓這個海岸崖邊
的百年古村華麗蛻變。今年1月，基地正式對外
開放，吸引了八方遊客紛至沓來。據陳柏菁介
紹，接下來，他將啟動第二批的民宿項目，改造
三座石厝房子，增加體量。

文創基地帶動村民就業
石厝內，面朝大海品嘗手沖咖啡，遠處是一

片蔚藍，體驗滿滿的鬆弛感……在古石村 「福人
號召」 文創基地內，隱藏着一家網紅文創咖啡
館。記者走進外觀具有石厝特色、內部仍然保留
着老民居格局的咖啡館，觀察到館內裝飾有麻
繩、漁網、畫報、唱片等元素，海島特色文化濃
郁。據陳柏菁介紹，他還特地定製了一套富有漁

村味道的竹椅，還找了很多以往的舊海報，希望
遊客能夠進入時光的長廊，有一種反璞歸真的感
覺。

陳柏菁還為當地村民提供再就業的機會，培
訓他們成為咖啡館、民宿等各業態的員工，既解
決了團隊人手不足的問題，又帶動了村民就業。
村民楊秀雲是一名家庭婦女，基地文創團隊的老
師們教她怎麼製作咖啡，現在她負責打理咖啡
館， 「每天在這裏給遊客做飲料、打掃衞生，收
入比以前多了不少。」

經過一年多的建設與改造，如今的古石村已
經成為遠近聞名的網紅村。陳柏菁說： 「大陸是
我夢想開始啟航的地方，在這裏，廣闊天地，大
有作為。我希望未來攜手更多閩台鄉建鄉創合作
項目開花結果，在兩岸融合發展道路上同心同
行。」

◀負責改建福建連江古石村的台胞
陳柏菁與前來參觀古石村的學生合
影留念。

▲福建連江古石村頗具漁村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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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賴當局買武器買不來安全 只會讓台更兵兇戰危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

務院台辦發言人朱鳳蓮27日應詢指
出， 「台獨」 與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賴
清德當局上台以來，妄圖 「倚美謀獨」
「以武謀獨」 ，不斷升高兩岸對立對
抗。正告賴清德當局，買武器買不來安
全，只會讓台灣更加兵兇戰危。祖國統
一是歷史必然， 「台獨」 分裂行徑和外
來干涉阻擋不了大勢，動搖不了我們解

決台灣問題、完成國家統一的決心意
志。

有記者問：美方日前宣布新一輪
售台武器計劃，民進黨當局表示感謝，
並稱將持續強化自我防衛。對此有何評
論？朱鳳蓮在答問時作上述表示。

朱鳳蓮表示，我們堅決反對美國
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武器，這一立場是
一貫的、明確的。美方一再違背其領導

人 「不支持台獨」 的承諾，助長 「台
獨」 冒險行徑，破壞台海地區和平穩
定。我們對此堅決反對，敦促美方恪守
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特別
是 「八．一七」 公報規定，停止武裝台
灣，停止向 「台獨」 勢力發出任何錯誤
信號。

外交部發言人26日表示，美國執
意 「以台制華」 「以武助獨」 ，與美方

領導人的 「不支持台獨」 表態完全背道
而馳，與雙方穩定中美關係的努力完全
背道而馳。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武裝
台灣，立即停止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危
險行徑。中方將予以堅決反制，並將採
取一切必要措施，堅定捍衛國家主權、
安全和領土完整。

另據中通社報道，美國政府26日
宣布批准價值約20億美元的最新對台

軍售案，包括地空導彈系統和雷達系
統。這是美國總統拜登任內第17次對
台軍售。

台灣防務部門26日稱，美國此次
售台的地空導彈系統（NASAMS）具
備自動化偵察、火力分配指揮控制及情
報整合功能。有台媒稱，NASAMS對
台灣來說是一種新武器，目前在太平洋
範圍內只有澳洲和印度尼西亞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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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上 世 紀
60、70年代，台
灣地區流傳着一

句順口溜： 「來來來，來台大；去去
去，去美國。」 如今這句話要改為 「來
來來，來北大；去去去，去大陸」 了。
大陸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台胞赴
大陸旅遊觀光、學習生活、工作就業人
數明顯增加，呈現 「三個大幅增長」 的
趨勢：一是台胞證簽發量大幅增長；
二是台胞入境人數大幅增長；三是在大
陸定居台胞數量大幅增長，尤其今年以

來，台胞申請來大陸定居人數呈逐月遞
增趨勢，申請量已超過前十年總和。

這「三大趨勢」既是意料之外，又是
意料之中。這八年多來，死抱「台獨」黨
綱的民進黨在島內持續執政，無所不用
其極地破壞兩岸關係，阻撓兩岸交流，
還恐嚇去大陸參訪、工作的台灣民眾，
外界可能會以為民進黨當局散播的 「綠
色恐怖」 會降低台灣民眾赴大陸發展的
意願，不料台灣民眾的 「登陸熱」 有增
無減。這是「意料之外」。由此再次反映了
兩岸民間往來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民進黨當局企圖讓兩岸回到以前 「老死
不相往來」 的年代是不會得逞的。

由於民進黨倒行逆施，這些年兩岸
關係大幅倒退，但大陸方面為台胞辦實
事做好事解難事的善意和誠意始終不
變，先後出台「31條措施」 、 「26條措
施」 、「11條措施」、「農林22條措施」等，進
一步給予台企台胞與大陸企業、大陸居
民同等待遇，為台胞登陸發展營造更友
善、更便利、更舒適的生活和工作環
境，使台胞更好地融入大陸社會，所以
吸引越來越多台胞到大陸旅遊、就學、

就業、創業，可謂 「意料之中」 。
為進一步推動兩岸融合發展，大陸

方面去年頒布了《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
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
路 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
見》，提出促進台生來閩求學研習、便
利台胞在閩生活、優化涉台營商環境、
擴大社會人文交流合作等21條政策措
施，支持福建先試先行。最近福建就宣
布在福建就業創業的台灣青年可享免費
住宿一年。此外，大陸出入境管理局出
台關於支持福建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

區的10項出入境便利措施，進一步簡化
辦證流程。

今年台胞大陸定居的申請量已超過
前十年總和，正是大陸方面推動兩岸融
合發展的顯著成果。大陸通過同等待
遇、優先和台灣同胞分享發展機遇等政
策，吸引越來越多台胞赴大陸定居，使
得在大陸的台胞、台企與大陸民眾、企
業逐步融合起來。而這些台胞、台企在
大陸發展的成功經驗又將繼續吸引更多
台胞到大陸發展。民進黨當局阻撓兩岸
民間交流的圖謀不過是螳臂當車。

台胞登陸熱有增無減 大陸推動兩岸融合發展顯效
隔海觀瀾
朱穗怡





百年古村華麗蛻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