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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设计师携手罗源干部群众，历时一年半打造起步镇，赢得大奖与掌声

古镇留乡愁“起步”向未来

新修复的宋桥成为起步镇的标志性景点新修复的宋桥成为起步镇的标志性景点。。

柯平夫妇经营的“起步大肠粉”生意红火。

““菇菇工菇菇工
坊坊””为独具创为独具创
意的乡创设意的乡创设
计优秀建筑计优秀建筑。。

改造后的起步集镇亮出改造后的起步集镇亮出““古韵天际线古韵天际线””。。

明日，“海峡两岸共创美丽乡村行”活动将在罗源举办。届时，来自台
湾的客人将走进起步镇，参观集镇环境整治成果。年初以来，起步镇已接
待超过20拨客人的参观。人气持续火热的同时，起步镇也频获掌声。

不久前举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乡建乡创奖颁奖典礼上，起步集镇
环境整治项目荣获乡建类唯一金奖。此前，该项目已荣获2021年全省
集镇环境整治样板工程第一名，并成为闽台乡建乡创合作示范案例。

起步镇的“出圈”，缘于一段乡建乡创“两岸缘”。2021年，起步镇
启动集镇环境整治。得益于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机制，担任项目牵头规
划设计师的，是来自宝岛台湾的吴正隆。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吴正隆规
划设计团队与起步镇干部、居民携手，成就古镇新生的别样精彩。近
日，记者探访起步镇，在留住乡韵乡愁的古镇上，倾听跨越海峡的乡建
乡创故事。

■记者 李锦清 通讯员 谢闽星/文 记者 林双伟/摄

“看到这座桥修复了，大家都很欢喜。”挑檐翘
角，廊桥飞挂，新修复的古桥宋桥，横跨罗星渠，如
今已成为起步的一道标志性风景，70多岁的辛宝
钦和记者说起它，眼里闪着兴奋的光。

宋桥的修复，正是源于起步集镇环境整治。
吴正隆介绍，2021年5月团队入驻起步镇集镇——
起步村，针对当时文化传承不足的情形，提出文化

“寻根”的理念。留住古镇乡愁，是走访中不少居民
的心声。随之，一场“心意相通”的修复，在宋桥上
开启。

宋桥，一座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古桥，是起
步的文化地标，承载着太多起步人的乡愁与记忆。
遗憾的是，古桥桥面毁于1942年的抗战烽火中，很
长一段时间，古桥墩之上，仅有混凝土桥梁以供通
行。修复古桥，这是村民的愿望。

“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儿时的起步廊桥。”这
是 2021年走访时，一名 91岁起步老人留下的叮
嘱，吴正隆铭记在心。寻访村民、查阅典籍，综合考
虑古桥风貌与通行功能，他牵头制定了青石板廊桥
修复方案。

但在着手实施时，困难出现了。原来，廊桥用
到的青石板桥梁规格最长达到9米多。这种大型
石料十分稀缺，修复方案一度面临搁浅。“人心齐、
泰山移”，令吴正隆振奋的是，热心群众在起步镇干
部的发动下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寻石，最终将10根
共计60多吨重的花岗石桥梁运抵现场，廊桥施工
得以顺利展开。

吴正隆记得，在古桥修复接近尾声时，起步镇
集镇所在地起步村的村民，按照乡俗自发举办了一
场隆重的上梁仪式，展现古桥即将完成修复的期待
与喜悦。作为参与古桥修复的一分子，吴正隆同样
高兴。

“两岸文化相通，都很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起
步居民对古桥的情感，我感同身受，这是古桥修复
过程中，规划设计团队和起步干部、群众配合默契
的重要原因。”吴正隆说。

古桥修复的同时，起步同步开展起步溪整治并
打造古桥公园。日常，辛宝钦和不少老伙计都会来
到古桥上，闲坐廊亭、览溪话聊，闲叙古镇往昔记忆。

温和的色调、柔软的座椅、无障碍
通道、助老爱心扶手……从废弃破旧
的水泥房到适老化公共空间，在集镇
环境整治中打造的起步长者食堂，如
今已成为镇上老人的热门打卡地。

“集镇环境整治，居民既是受益
者，也是共建者。”吴正隆介绍，为了让
居民有更多的参与感，他的团队与起
步镇干部配合，通过前期的走街串巷
和座谈会，征集吸纳了1000多条居民
意见，梳理成最终实施的41个项目，促
成一场“共同缔造”的起步蝶变。

起步农贸市场片区，集镇3条主路
在这里交叉汇聚。过去交通拥堵与环
境杂乱，令不少居民头疼。吴正隆团
队开出“整治处方”：老旧客运站外迁，
农贸市场改造，周边建筑立面提升、缆
线下地……有的放矢的举措，理顺了
交通路况，一扫曾经的杂乱，片区面貌
焕然一新。

“好看！”如今，站在路旁，抬眼看
见农贸市场旁马鞍墙勾勒的“古韵天
际线”，不少路人会和居民黄建华一样
赞叹。同样让镇上居民眼前一亮的，

还有700多米长的起步街的改造提升。
起步街曾为罗宁古官道路段，历

史悠久。在集镇环境整治时，沿线分
布有156家商铺、房屋，新旧不同、立面
各异，且涉及商户、住户众多。

如何协调居民意见，重现街区古
韵？“他们真的是不辞辛苦，拿着3D设
计方案，逐一上门征询住户、商家的意
见。”起步村干部尤峰告诉记者，在一
次次的走访交流中，吴正隆团队用脚
步叩开居民的心扉，分歧消失了，彼此
的心齐了，古色古香的古街从设计图

纸变成了实景。
吴正隆团队的耐心与细心，感染

了很多居民，激发了大家的主人翁意
识。在集镇环境整治中，有的居民当
起了“共管风貌”的“管长”，有的人当
起了项目施工的“义务监工”，有的居
民还让出了自家的古厝。

“柯厝、黄厝、辛厝等起步镇明清古厝
的居民，主动出让古厝的使用权，用以活
化打造国学讲堂、大众茶馆、儿童公益图
书馆等起步镇的公共休闲空间。他们想
法很简单，为了起步能更好。”吴正隆说。

起步集镇环境整治项目在2022年
全部完工。回顾在起步镇驻村陪护乡
建乡创的1年多时间，吴正隆最大的感
受是——“是家不是客”。家的体验，
源于起步传递的温暖。

“当地政府充分尊重设计团队在
规划设计上的专业水平，集中精力推
进项目进展，全力做好项目服务保
障。”吴正隆表示，当地居民踊跃参与
起步集镇改造的热情，令他心生感
动。相向而行，融合共生，蝶变的起步
镇涌动着希望，生机勃勃。

60多岁的柯平夫妇，经营“起步大
肠粉”，原先为露天经营，摊位周边环
境不佳。集镇环境整治中，打造了“起
步特色美食一条街”，通过租金扶持，
邀请美食经营者入驻，“起步大肠粉”
也是其中一家。“现在环境好了，地段
不错，生意更好做，一个上午能卖出
100多碗大肠粉。”柯平说道。

就在柯平小店不远处，有一座面
向产业未来发展的建筑，这便是吴正
隆团队利用闲置幸福院活化打造的

“菇菇工坊”。橘红色外墙风貌、秀珍
菇造型装饰，“菇菇工坊”一经亮相就
成为人气建筑，成为集镇上的一处网
红打卡点。

“一方面，这里是起步镇秀珍菇
产业的示范展示窗口，拓展产业发展
机遇；另一方面，这里有丰富的菌菇
深加工产品、菌菇文创产品，能给游
客带去更好的旅游体验。”起步镇干
部陈腾翔介绍。

2022年以来，起步镇已相继获评
2022年全省乡村振兴示范镇、首批全国
产业强镇，一个有古韵、有品质、有活力
的发展图景，正在起步镇徐徐展开。

在起步这个“家”，吴正隆也收获
了更多的发展机遇。“起步集镇环境整
治是我接手的第一个集镇改造项目，
它让我积累了宝贵的集镇改造经验。”
吴正隆介绍。

在结束起步的项目之后，吴正隆
又投入了晋安区寿山乡岭头集镇环境
整治项目。“登陆”十年，这名来自宝岛
的规划设计师，已在连江同心村等乡

村振兴领域取得广受业界认可的成
绩。从乡村到集镇，吴正隆在祖国大
陆的事业之路越走越宽。

“长期以来，福建持续探索海峡两
岸融合发展新路，闽台乡建乡创合作就
是其中一条新路，省、市都发布了许多
惠台政策，这给了我们在大陆大展身手
的舞台。”吴正隆说。就在采访时，福建
刚好发布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
首批15条政策举措，第十一条就是“深
化闽台乡建乡创合作”。吴正隆立即转
发朋友圈，并连发3个“大拇指”点赞。

一次“心意相通”的奔赴

一个“融合共生”的未来

一场“共同缔造”的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