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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阮冠达）8月13日，第
十二届海峡青年节·“闽清未来式”闽清
雄江设计生活营暨江湾湾乐活节在闽清
雄江镇开启。两岸乡建乡创标杆团队、
建筑空间创生先锋、创新创业指标人物、
福马地方创生示范品牌的百余名两岸嘉
宾齐聚一堂，点亮海峡两岸乡建乡创的
美好蓝图。

据悉，活动以“越山海·融闽台·兴城
乡”为主题，包含海峡乡建乡创奖颁奖典
礼、江湾湾乐活节、城乡永续学院公开课
等六大部分。百余名两岸嘉宾将在4天
时间内漫步雄江、畅游榕城，感受岸青年
参与大陆乡建乡创的丰厚成果。

当天上午，海峡乡建乡创奖颁奖典礼
率先启动。据悉，第三届海峡乡建乡创奖
共征集到194件作品，经过筛选，最终有33
件作品脱颖而出，分获高校类、乡创类、乡
建类、综合类奖项。

其中，华侨大学建筑学院心心乡融
筑梦两岸团队的《心心乡融 筑梦两岸
——晋江市围头村》获得高校类金奖；大
陆作品《好神天宫护身符》和台湾作品
《厦门伴手礼礼盒设计》获得乡创类金
奖；福州随坪一里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的
《建瓯市东游镇玉米驿站》和台湾真桂自
然农场的《山的共享人——真桂自然》获
得乡建类金奖。

记者注意到，本次获奖的作品分布
于全国各地，由福州团队打造的玉米驿
站落地建瓯，结合当地特色玉米产业打
造乡村特色多功能空间；真桂自然农场
则落地台湾南投，建设台湾地区最大的
有机清华桂森林，开发各类绿色产品。
浙江象山、三明泰宁、泉州晋江……一个
个乡村，都留下了两岸乡创团队的汗水
与印记。

“我们希望海峡乡建乡创奖能够成
为两岸乡建乡创交流的平台，让获奖者
不单单只是获得一个奖项，更能找到适
配于自己的项目。”橙翔文旅相关负责人
曾芝颖介绍，以本次乡建乡创奖为契机，
她将充分挖掘获奖团队的潜力，搭建项
目与团队沟通交流的平台，为他们推荐
更多项目，“争取让更多台青通过闽清，
通过福州，走向四面八方，走遍祖国大陆
的美丽乡村。”

来自台湾南投的赖彦池组建的竹籁
文创团队，本次喜获乡创类铜奖。作为
台湾地区的竹产业标杆企业，他期盼着

能在大陆找到更大的市场，“竹产业所带
来的固碳技术应用，能有效推动碳中
和+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希望我们的
技术，能为未来的绿色大潮出一份力。”

据悉，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举行城
乡永续学院公开课，邀请乡建实战经验
丰富的台湾老师，围绕“绿色旅行与地方
共好”的主旨，设计寓教于乐的课程内
容，让两岸高校学子和在地村民在老师
的指导下组成工作坊，认识在地文化风
土，探索地方“文化经济”新思路；举办福
马品牌交流沙龙，邀约金门、马祖、澎湖
等地的团队参与，以“快闪店”的形式展
示福马产品，并通过两岸团队的交流和
对话，共探福马融合。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 通讯员
林若野 余圣建）“之前我在市区租
房，离公司 20多公里。每天为了避
开早高峰，都要很早出门上班。这个
公寓离公司只有 4公里，感觉方便多
了。”光线充足，将近 50平方米的一
居室，装修简约温馨，阳台、洗手间一
应俱全……在闽侯县青口汽车工业
园区海通产业园的两岸融合社区台
胞公寓看房时，台湾青年许致涵开心
地说。

两岸融合社区台胞公寓位于海
通产业园 10 号楼 4 层至 11 层，总计
152 套，有 45 平方米、51 平方米及
68 平方米三种户型。其中，可拎包
入住的共计 38套，配有床、柜子、桌
椅、空调、热水器、洗衣机等生活设
备。

“我来自台湾地区桃园市，到福
州已经有两年了，目前在福建奔驰工
作。今年初，听说了这项优惠政策，
我便申请了。”许致涵说，得知资格审
核通过后，他立即安排时间来看房。

“这里不但离上班的公司近，附近也

有班车接驳，还住着其他台湾青年。
未来，大家工作之余还能经常聚聚，
谈谈各自在大陆的奋斗经历，感觉一
定很不错！”

目前，包括许致涵在内，这处台
胞公寓已有 6名台胞入住。两岸融

合社区台胞公寓是闽侯县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
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闽侯县融
合发展实施方案》等政策，不断提供
暖心服务助力台胞融入“新家园”的

有力举措。
今年以来，闽侯县积极了解台胞

需求，精准落实住房、医疗、教育等各
方面保障，进一步保障台胞福祉权
益。此外，闽侯县还通过大学城高校
专班互动、了解台师台生台青创业等
需求，鼓励他们扎根闽侯，为其在大
陆成长、成才、成功创造更好条件、更
多机遇。“为做好台胞在地生活服务，
我们还以‘一对一’帮扶的形式，推荐
20名台胞与政协委员结对交流，并发
放生活补贴、慰问金等，持续完善台
胞就医、预防接种等绿色通道。”闽侯
县委台办相关负责人说。

如何入住两岸融合社区台胞公
寓？在闽侯就业创业的台胞，同时
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均可申请入
住：在闽侯县有稳定工作，与所服
务企事业单位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
同，或者在闽侯县自主创业，为企
业法定代表人或个体工商户负责
人；取得台湾居民居住证（在有效
期内）；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
在闽侯县无自有住房。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今年初
刚入职社工团队的台青赖佳萱，估
计怎么也没想到，8个月后，她能站
上一个特别的舞台，与数十位年纪
相仿的台湾青年分享在福州马尾工
作的经历与喜悦。

13日上午，赖佳萱出现在马尾
举办的“青春同行 共谋复兴”榕台
青年基层交流活动中。作为在榕台
青，赖佳萱与在座近 50名来自台湾
台北、桃园、彰化的基层治理工作者
和台湾文化大学、淡江大学、成功大
学的青年学生相交流。

面对这样难得一见的“大场
面”，赖佳萱稍微有些拘束。“阵仗有
些大！”不过，赖佳萱很快就镇定了
下来，半年下来奔波于社区居民之
间的充实经历，让她的内心格外踏
实。

从 2019年起，马尾与赖佳萱所
在的致和社创进行合作，创建了一
支服务马尾社区营造的台湾社工团
队，并打造了大陆首个台湾社工服
务中心，深度参与地方养老、儿童关
爱保护、社区治理等方面的建设与
服务。

“作为一名长期生活在大陆的
台湾青年，我很理解台湾同胞初来
大陆的一些困惑。”在社工团队中，

赖佳萱还主动承担起“台湾社工说”
特色短视频栏目的运营与编辑工
作，普及惠台政策、大陆社工考证
等，为两岸青年架起了一座相知相
交的桥梁。

来自台湾的年轻人为何愿意投
身福州社区营造？

“要及时地提供暖心服务，为他
们创造更大的空间。”马尾区马尾镇
滨江社区居委会主任林静说，青年
人有创造力，不墨守成规，能为社区
提出很多有趣的点子。

如今，赖佳萱逐渐把福州当作
自己的家，收获着更多融入感。“希
望更多的台湾青年有机会能来大陆
看看。”

此外，活动现场还举办了马尾
区台湾人才库成员颁证仪式，以及
榕台青少年环保交流空间揭牌仪
式，通过人才互动，进一步加深两岸
文化认同和情感交流，促进经济、社
会等领域的融合发展。

台湾带队老师、台湾节约能源
推广协会理事长张喜文说：“我们走
访了马尾的多个社区，对当地的社
区建设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在学
习、对比中清晰认知，不少孩子跟我
说收获蛮大的，希望接下来还能有
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本报讯（记者 叶欣童）13日，福
州烟台山景区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
人——第八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的
成员们，他们自由组队结伴而行，手
持相机、手机，穿梭在石厝教堂、时尚
潮牌店中，感受福州城市的别样魅
力。

首次参加领袖营的台湾大学生
黄郁涵对这次活动十分期待，早早安
排了行程路线。“我们从烟台山公园

出发，沿着乐群路一路走一路逛，山
上留存的各式历史建筑和山下的奶
茶店、潮牌店等新业态形成了强烈的
反差，感受到了不同文化在这里融
合。”黄郁涵说。

和黄郁涵结伴而行的还有曾湘
菱，她告诉记者，这次行程与之前不
同，没有领队带队出行，而是大家自
由分小组根据兴趣安排行程，能够更
加深入地了解地方的历史文化。一

路上她们还品尝了福州的特色小吃，
其中口感绵密丝滑的芋泥让曾湘菱
印象尤其深刻。

此次出行的意外之喜来自闽侯
乐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原来曾
湘菱在学校学习的是社会工作专
业，2019 年，她曾在乐志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实习，始终关注两岸社会
工作的发展。得知曾湘菱再次参
加领袖营的活动，乐志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的社工从闽侯赶来，并带来
了伴手礼，一群人其乐融融，畅快
地聊起近年来两岸社工行业的变
化。

谈起接下来的行程，两人都表示
十分期待。“过两天我们要去长乐天
津大学滨海校区参加帆船友谊赛。”
黄郁涵说，领袖营的活动刚刚过半，
感觉每天都有新收获，都有不同的体
验。

本报讯（记者 蒋雅琛）昨
日，作为第十二届海峡青年节的
系列活动之一，第三届乡建乡创
生活节正式拉开序幕。两岸高
校师生携手走进福州规划馆聆
听城市的发展与规划，前往烟台
山历史风貌区探索城市的文化
与内涵，一路上积极、热情地交
流与分享关于乡建乡创的创意
与思考。

“两岸青年一定要多交流，
这是我们的责任。”台青李兆祥
第二次参与海青节活动，对这次
的行程期待满满。他曾在三明
参与两岸乡建乡创项目，希望借
助这次参加海青节乡建乡创生
活节的机会更深入地了解大
陆。“大陆拥有很广阔的土地，乡
村也蕴含着很大的发展机遇。
我是学习科技农业的，希望能来
到大陆发展，把我的所学运用到
这些乡村，为当地的生产带来一
些帮助。”

同样计划“登陆”的还有台
青洪渝真。因为妈妈是广东人，
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跟着妈妈
回乡探亲，对外公外婆家旁边的
鱼塘、树林印象尤其深刻。“我喜
欢大陆乡村的生活，虽然现在才

大一升大二，但是已经在接触一
些实习的机会了，希望未来能在
大陆更深度地参与一些乡建乡
创项目。”

据悉，今年的乡建乡创生
活节将持续 3 天，结束了对福
州规划馆、烟台山历史风貌区
的实地走访后，两岸师生还将
前往鼓楼区凤湖社区展开现场
调研，并且参加闽台乡建乡创
两岸高校招聘会、“两岸同窗
行 共筑城乡梦”交流论坛等活
动。

第三届乡建乡创生活节由
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
导，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主
办，福建跨界自造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厦门逸砚空间设计有
限公司协办。活动以“两岸同
窗行，共筑城乡梦”为主题，邀
请两岸专家、乡建乡创团队以
及来自 10 余所两岸高校的师
生，共同分享交流闽台乡建乡
创的合作成果。“我们希望汇聚
两岸高校的智慧与力量，携手
探索乡村建设与创新的新路
径，为乡村振兴事业注入蓬勃
活力。”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
相关负责人说。

““让台青通过这里走让台青通过这里走向全国各地向全国各地””
““闽清未来式闽清未来式””闽清雄江设计生活营暨闽清雄江设计生活营暨江湾湾乐活节举办江湾湾乐活节举办

获奖作品展示。本报记者 郑帅摄

第八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成员自由组队结伴而行

烟台山上话发展结友谊

闽侯推出两岸融合社区台胞公寓
共计152套，有3种户型

台湾青年许致涵（右）在工作人员带领下看房。林若野摄

此次比赛
的获奖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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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情谊笃 青年追梦来
“青春同行 共谋复兴”榕台青年

基层交流活动举行

“乡”见恨晚 筑梦田园
第三届乡建乡创生活节启动

台青在福州规划馆参观。本报记者 蒋雅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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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乡建乡
创奖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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