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萬畝油橄欖 闢出鄉村致富路
台灣父子扎根大涼山 為當地帶來脫貧火種

「父親對我說，你要真正認識這個時代，就要到最

基層。」7月13日在廈門舉行的第十四屆海峽論壇

上，台灣青年林書任從容講述自己從台北到北京再到四川涼山

的故事。在自我介紹時，林書任常說自己是在大涼山種植油橄

欖的「鄉青」，「這個青是青年的青，是指扎根於大陸鄉村的

青年。」從一開始難以理解父親在大山裏再創業的想法，到逐

漸接受參與父親的橄欖油事業，再到組織同學、公益機構定期

支教，這位台灣青年，將自己的夢想和這片土地緊緊交織，

「村民給我們的橄欖園起了個彝族的名字『木都哈尼』，那是

火焰的意思。村民說，我們的到來，帶來了脫貧的火種，而台

灣與大陸聯手，點燃了致富的希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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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13日在廈門出席第十四
屆海峽論壇大會並致辭。

論壇是兩岸同胞共話桑麻平台
汪洋指出，海峽論壇是兩岸民間交流合作的盛

會，也是同胞之間互訴親情、共話桑麻的平台。
兩天前，習近平總書記給參加海峽論壇的部分台
灣青年回信，體現了對台灣青年的親切關懷，也
體現了對海峽論壇的高度重視。兩岸青年要響應
習近平總書記的號召，同心同行、攜手打拚，團
結更多台灣青年來大陸追夢、築夢、圓夢，讓青
春在民族復興的偉大進程中綻放異彩。
汪洋強調，兩岸同胞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中

共十八大以來，我們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
的總體方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
識」，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斷完善保障台
灣同胞福祉和在大陸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
策，努力為台灣同胞特別是台灣青年來大陸學
習、就業、創業、生活創造良好條件。正是有強
大祖國做依靠，台灣同胞的民生福祉才會更好，
發展空間才會更大。廣大台胞要看清兩岸關係發
展大勢，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決反對各
種「台獨」分裂行徑，把幸福和夢想牢牢抓在自
己手中。

新黨主席：反對「聯美抗中」「親美反共」
中國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在視頻致辭中表示，

中國國民黨將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推進海峽
兩岸交往對話，堅持反對「台獨」，開展各項符
合台灣人民期望、有利於兩岸和平穩定和繁榮發
展的工作。新黨主席吳成典在大會發言中表示，
要堅持「九二共識」、兩岸同屬一中，堅決反對
「聯美抗中」、「親美反共」的政策，全面開展
兩岸交流，通過協商談判達成和平統一目標。其
他台胞代表也在大會上發言。

讓台青感知祖國發展成就和光明前景
在閩期間，汪洋還在廈門參觀「共同家園 共同記

憶——閩台關係檔案文獻展」，考察漳州市兩岸青
年創業基地和台資企業。他指出，深化兩岸融合發
展，契合兩岸同胞共同心願，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

的必由之路。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腳踏實地落實好
黨中央相關決策部署和惠台利民政策措施，把工作
做進台胞心坎裏，成效落到心靈契合上，實現以通
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要採取更加靈活的措
施，為台灣青年來大陸就業創業提供便捷高效的服
務，使他們真切感知祖國發展成就和光明前景，願
意來、留得下、融得進。要幫助台資企業克服疫情
帶來的人流、物流障礙，落實財稅、金融等紓困政
策，促進台商投資量穩質增。要支持福建探索海峽
兩岸融合發展新路，推進閩台應通盡通，深化科技、
教育、文化、衞生等領域合作，建設兩岸融合發展
示範區。
論壇開幕前，汪洋會見了參加論壇的台灣嘉賓

代表。蘇輝參加會見。

汪洋：廣大台胞要把幸福和夢想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出席海峽論壇大會並致辭

涼山冕寧，安寧河由此發源，再
從西昌、德昌奔騰而過，最後

在攀枝花米易匯入雅礱江。流域的1
萬餘平方公里，灌溉出美麗豐饒的
安寧河谷，這是四川省第二大平
原，號稱四川省的第二大糧倉。

父親60歲到涼山種植油橄欖
「黑了瘦了，衣服也皺巴巴
的。」這是林書任第一次到大涼山
見到父親林春福的樣子，記憶猶
新。那個在深圳將工藝品製造生意
做得風生水起、擁有一萬兩千名員
工、強勢固執又在意形象的台灣企
業家不見了，「那時他跟當地的村
民沒太大區別。」2011年，林春福
來到涼山考察，他希望在這裏做出
優質的橄欖油。「我們全家當時都
覺得他瘋了。」那一年，林春福已
將滿60歲。「2013年我從台北到北
大國際關係學院攻讀博士學位，老
爹說不給我生活費，讓我賣橄欖
油，每瓶提成10塊錢，自己養活自
己。」林書任的語氣有些無奈。

父親大涼山夢想打動了兒子
林書任開始往大涼山跑。那是一
趟堪稱漫長的旅程，他先從北京飛
成都，轉機到西昌，再從西昌走高
速，換國道後再進入涼山冕寧的鄉
間小道。「有一次父親開車帶我到
橄欖園最高處俯瞰，油橄欖鮮綠鋪
展，天空悠遠，遠處麥穗金黃，綿
延到天邊，眼前的每種顏色都清澈
明亮。父親說，我有信心讓我們的
油橄欖增種到10萬畝，你要真正認
識這個時代，就要到最基層。」林
書任說，父親當時眼裏泛着光，
「一個60歲的老人神采飛揚地述說
着他的大涼山夢想，那份執着與熱
愛深深打動了我。那一刻我決定到
大涼山跟他一起瘋狂。」

6800戶農民年人均收入增3倍
林書任還記得，第一次到冕寧
時，林春福正在為土地流轉焦頭爛
額。外地人，不會彝語，要徵用土
地，種的還是沒聽過的植物，村民
很難信任這個「不速之客」，一位
婦女直接趴到挖土機上，堅決不讓
施工。
當地政府站了出來。村幹部帶着

父親挨家挨戶拜訪解釋，甚至有的

村幹部自己翻山越嶺上門勸說村
民。土地解決了，又遇到了資金問
題。「土地不是我們的，我們只有
地上的作物，貸款很困難。」在當
地政府的幫助下，林春福父子融資
拿到2,000萬元人民幣。
「父親也常說，發展中有困難是

正常的，大陸有好的政策兜底，有
政府支持，也就多了迎難而上的底
氣。」 林春福用每畝每年1,000元
人民幣的價格向農民流轉土地，並
在第6年進入豐產期之後，農民用
土地入股、參與每年36%的分紅。
同時約定，其間發生自然災害，村
民還有每畝 400 斤大米的保底收
益。「當初那個反對得最厲害的婦
女，早已成了油橄欖園最勤快的農
婦之一。」林書任笑着說。
11年間，父子二人從600畝油橄
欖園拓展到了2.5萬畝，帶動了四川
涼山州冕寧縣6,800餘戶農民年人均
純收入增收3倍以上。

培育「新農人」為當地村民賦能
油橄欖的種植面積增加了、公路修

到了村子裏、花園工廠開始動工、林
書任的父親在當地有了大碗喝酒的新
朋友……「精準扶貧」「脫貧攻堅」
這些新聞中的詞彙，在林書任面前有
了更為具象的呈現。
「在大涼山的工作中，我發現了鄉
村振興工作中人才培育的重要性，尤
其要為當地村民賦能，讓他們具備新
農人的專業技能。」去年，林書任組
建了大涼山首家「春風新農人培訓中
心」，創建「龍頭企業+培訓機構+新
農人+市場」模式，「計劃每年培訓
5,000人次農民，培養一批有技能、有
理想、有追求的新農人共同助力鄉村
振興。」
今年年初，涼山州明確將全面推

進安寧河谷綜合開發，打造「農業
硅谷」。林書任希望在安寧河谷打
造出連片康養地帶。「台灣在社區
營造、鄉創文創方面起步較早。」
他認為，台青很適合將相關經驗帶
到大陸，既能夠實現自我價值又能
做一些具有社會意義的事。「大陸
的各項發展政策，美麗的綠水青
山，還有廣闊的市場機遇，能夠助
力我們每個人夢想成真。」他希
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帶動更多
的台青到大陸一起築夢圓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 福建報道）「在
我的帶動下，前後有40多位台胞來到廈門海滄
區基層工作，這其中，有剛從高校畢業的『90
後』青年，也有攜家帶眷而來的。從一個人到
一群人，從一群人再到一個團隊。」13日的海
峽論壇大會上，來自台灣宜蘭的台青李佩珍分
享了9年來她在廈門海滄區參與鄉村、社區改造
的故事。她說：「9年前，第一次到海滄青礁村，
是一個大雨傾盆的夏天，在進村路上我一腳踏
進泥裏，好不容易拔出來，卻扯斷了涼鞋鞋帶。
後來我經常跟朋友說，這裏的土地會黏人，現
在，我的心已被牢牢黏住了。」
在李佩珍參建的廈門海滄街道海滄村，香

港文匯報記者看到，一座座昔日荒蕪破敗的
閩南古厝，在李佩珍和團隊小夥伴們的活化

營造下，變身為培訓課堂、活動中心、電影
院、展覽廳；那些曾經整天圍着灶台、田地
轉的鄉村婆婆、媽媽們，加入了愛心媽媽
團、赤土開心婆婆團、過阪虹彩妹妹團。

「培根計劃」增進鄉土認同
李佩珍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2014年，她
帶着在台灣累積了15年的社區營造工作經驗
來到廈門，與台灣團隊參與鄉村、社區的改
造工作。2019年，她任理事長的「海峽城鄉
發展基金會」在海滄區成立，這是大陸第一
家由台灣青年組成的非公募慈善機構。「目
前我們基金會有18位台灣青年，有3名台灣
青年駐點在寧夏，展開為期14個月的『西部
培力』工作。」李佩珍介紹，基金會以台灣

「社區總體營造」的地方培力賦能經驗為依
託，與大陸家喻戶曉的「以人為本」鄉村治
理機制相結合，經過不斷探索和實踐，形成
了「先造人、再造物」的有效運作模式。
李佩珍帶着台青團隊通過「培根計劃」，挖

掘鄉村文化，建立村民的「文化認同」與「文
化自信」的同時，更讓台灣青年扎下對這片土
地認同的根；通過「培力計劃」，派出台青社
區營造員共計11人次到甘肅、寧夏參與西部對
口協作工作。「我相信，對腳下的土地投入的
情感有多深，路就能走多長。」2021年開始，
李佩珍和團隊又投入廈門海滄區的五個村居社
區營造項目，「這是一個五福臨門項目，將以
問題為導向，為五個村居量身定做適合的社區
營造。」李佩珍說。

台青李佩珍 九年扎根大陸參與鄉村社區改造

2017年夏天，北京大學
外國語學院的社會實踐團
來到冕寧高中和優勝小
學。此後，從高校到公益
機構，支教再也沒斷過。

陳怡錡是一名志願者，
她在2021年抵達冕寧，用4天時間教會當地
小學生26個英文字母。「這就是一個好的開

端。」一點一滴的進步都讓林書任欣喜，在
公益組織和涼山之間搭起橋樑的他，真正希
望的是能在孩子心裏播下種子，種子的名字
或是英語學習的興趣，或者是對於大學的嚮
往，甚至，是對於自身夢想的憧憬。

最初父親林春福還想把自己所有的經驗都
告訴兒子林書任，讓他繞開成長中的所有的
「暗礁」。

「現在早就不這麼想了。」開始意識到兒
子長大，也會留在涼山。當第一批支教學生
抵達時，看着原本愛乾淨，球鞋永不沾泥的
兒子，在田裏跑來跑去，渾身就跟在地滾過
一樣，林春福承認，孩子已經長大，摔跤也
好，順遂也罷，都是他自己要完成的路。

在父親的全力支持下，這個夏天，林書任
和北京的一家公益機構正在探索，將「可持
續發展與鄉村教育支持項目」常態化，並將
支教延展至線上輔導，保證項目的長期性和
連貫性。 ◆封面新聞

兒子長大 留在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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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春福（右）、林書任（左）父子在大涼山種植油橄欖，帶動了四川涼山州冕寧縣6,800餘戶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增收3倍以上。 受訪者供圖

◆林春福、林書任父子位於四川省涼山州冕寧
縣的油橄欖園。 受訪者供圖

◆林春福、林書任父子與當地農婦合影。
受訪者供圖 ◆採摘好的油橄欖。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