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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交会闽台乡建乡创成
果发布区连江馆内，一座微
缩版崖壁咖啡装置赚足眼
球。咖啡屋“悬”于“峭壁”之
上，游客可穿戴安全装备模
拟攀岩品咖，来自宁德的专
业观众林先生不禁感叹：“爬
悬崖喝咖啡？这体验太刺激
了！”

福州连江古石村崖壁咖
啡主理人林国福介绍，崖壁
咖啡是乡建乡创板块引入的
项目，这种将户外运动与文
旅融合的新业态迅速成为网
红打卡点。“客人穿戴专业装
备，脚下就是翻滚的海浪，很
多人喝完咖啡称‘紧张到手
抖，但眼前的风景绝对值回

票价’。”
作为闽东古石厝群落保

存最完整的渔村，古石村曾
因青壮年外流陷入“空心化”
困境。如今，它摇身一变成为
人气爆棚的“明星村”，背后离
不开台湾设计师团队的助
力。“我们村探索出两岸设计
师共同设计、投资、运营的融

合发展新模式。台湾团队以
‘古石回响：跨越海峡 联结古
今’为建设主题，将石厝、崖壁
等特色旅游资源转化为实实
在在的经济效益。”古石村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今，古
石民宿、悬崖咖啡、“两山记
忆”海岸线露营地等业态让古
石村爆火出圈。

悬崖上喝咖啡 牛背上逛集市
海交会的闽台乡建乡创成果发布区，展示闽台两地携手推进乡村振兴的乡建实践

凤梨“联姻”肉松 咖啡“解锁”新味
福建省14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首次在海交会上集中展示创新农产品

N海都记者 林涓 文/图

在两岸农业交流合作的版图上，福建正以
“大本营”的姿态绽放光彩。5月18日，第二十七
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州启幕，福建省14个
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首次在海交会上集中展
示近年来闽台农业交流合作的丰硕成果——凤
梨味肉松、提纯分类麝香猫肠道菌群猫屎咖啡以
及台湾芒果凤梨、黄金笋等创新农产品。

在福建，越来越多台青台农怀揣梦想扎
根于此，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不断书写着闽台
农业融合发展的新篇章，也让“两岸一家亲”
的情谊在田间地头愈发深厚。

“从教育行业转到农
业，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
议’，但我觉得这是个机
会！”福清台湾农民创业
园的王森谅有着不一样
的创业经历。今年 68 岁
的王森谅是台湾台北市
人，来大陆创业已经 15
年。2016年，他来到福州
马尾开办了一家培训学
校；为了圆自己的田园
梦，2021年他转行投身农
业，在福清承包了90多亩
土地，创办了常春藤农业
公司。

创业过程中，王森谅
感 受 到 来 自 各 方 的 支
持。台创园及福清科协
办在政策和销售方面给
了他很多的帮助，使他从
农业的“小白”蜕变成长
为能向其他农户分享经
验的“行家”。“我引进了
台湾最新品种的凤梨，像
台农23号芒果凤梨，吃起
来香甜多汁又有芒果味；
台农22号西瓜凤梨，个头
很大，一颗能长到七八
斤！”他还特意种了少量
的金钻凤梨，“这样客人

就能对比不同品种的差
异，也能更了解凤梨。”王
森谅一边展示农场规划
图一边介绍，未来，他要
将常春藤农场的发展朝

“生态农场”“休闲农场”
“科普研学中心”三个方
向前进。

展望未来，王森谅充
满期待，“我想要把农场
打造成一个‘农业+ 教
育+旅游’的综合体，让
大家既能体验真实的田
园生活，又能学习到各
种知识”。

在上杭台湾农民创业
园里，曾广丰的“黑科技”
猫屎咖啡吸引了众人。“传
统猫屎咖啡产量低、价格
高，而且生产过程存在卫
生争议。我们用生物技术
模拟麝香猫肠道发酵环
境，做出口感一样，但价格
只有十分之一的咖啡！”曾
广丰介绍道。

来自台湾台北市的

曾广丰今年 67岁，说起选
择在上杭创业的原因，他
坦言：“上杭是长寿之乡，
这里对台资企业的扶持
政策特别好。落地后，当
地领导三天两头来问我
们有没有困难，让我能安
心搞研发。”目前，他的生
产线年产量可达 360 吨，
已经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对于未来，曾广丰计

划把这项技术应用到水果
茶、水果酒领域。“我更希
望把精致农业和当地文
旅、康养产业结合起来，打
造一个大健康产业综合
体。”首次参加海交会，他
收获颇丰，“在这里认识了
很多跨界伙伴，我们已经
开始探讨在旅游领域合
作，以后游客说不定能来
体验咖啡制作之旅！”

“刚到大陆创业时，面
对陌生的市场，心里确实没
底，但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
就像我们的‘娘家人’。”
今年 48 岁的邱昭豪谈起创
业初期的经历满是感慨。
2024年入驻漳浦台创园，在
台创园的帮助下，他的凤梨
产业从单一的种植销售，逐
步发展成涵盖种植、加工、
餐饮、文旅的全产业链模
式。

“台创园帮我们对接福
建农林大学，专家团队手把
手教我们做品种研发。现

在我们不仅引进了台湾和
中南美洲的凤梨品种，还在
尝试杂交培育新品种。”
邱昭豪认为，农业要发展，
就得不断创新，不能守着老
品种吃老本。

在产品深加工上，邱昭
豪大胆跨界。“我们做了个大
胆尝试，把凤梨和肉松结合，
做出了凤梨味肉松。”他说，
这个创意源于台创园组织的
交流活动，当时他结识了做
肉松的台青，一拍即合就开
始研发。没想到反响特别
好。此外，他还结合闽南文

化，推出了观赏性凤梨花文
创产品，“‘旺来’在闽南语里
是吉祥的意思，我们把这个
寓意融入产品，很多人都喜
欢摆在办公室图个好彩头”。

谈及参加海交会的目
标，邱昭豪说，目前他的种
植园从 50亩到 500多亩，再
到计划年内扩至 1000亩，他
的底气，正是源于台创园搭
建的稳定销售渠道。“希望
能把‘农业+科技’的理念推
广出去，找到更多跨界合作
机会，把凤梨加工品卖到更
远的地方”。

邱昭豪：把凤梨“玩”出新花样 王森谅：打造“农业+教育+旅游”综合体

曾广丰：“黑科技”猫屎咖啡稳产稳销

福清飞牛小镇的“牛气”美食、连江古石村的悬崖咖啡香、罗源桂林村的古厝新韵……在第二十七届海
交会的闽台乡建乡创成果发布区，一个个跨越海峡的乡建实践，皆是闽台两地携手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注
脚——不仅让“空心村”重拾活力，让老石厝焕发新生，更让两岸融合的种子在乡土深处悄然发芽。

自2018年起，一场跨越海峡的乡村建设行动如火如荼展开。170支台湾专业团队、629名台湾专业人
才纷纷入闽，他们深入福建近600个镇村，足迹覆盖全省93%以上的县区。这些台湾专业人才充分发挥自
身在规划设计、文创开发、产业运营等方面的优势，与当地居民携手合作，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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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源馆内，电子屏
中 82岁村民叶适在沿河
栈道漫步的画面，勾勒出
乡村振兴的美好图景。
五步一花、十步一景的桂
林老街，凭借“微改造”理
念成为游客“打卡”热土。

作为历史上走出“十
八长衫”读书人的耕读名
村，桂林村曾在岁月中逐
渐蒙尘。“我们做前期调研
时发现，年轻一辈对村情
村史知之甚少。这么有历
史底蕴的村子若被遗忘，
实在令人惋惜。”为此，团
队深入挖掘桂林村历史文
化资源，在保留原有风貌
的基础上融入乡愁记忆。

老街上的“探花窗”打卡点
便是精心打造的村史展示
点之一。项目团队有关负
责人邱平介绍：“‘探花窗’
的所有窗子均从村内 30
多座明清古民居复刻而
来，每扇窗子都独具特色、
蕴含故事。我们将复刻窗
子集中展示在一面墙上，
并在旁边标注复刻来源，
让游客一目了然。”

除了重现历史韵味，
项目团队还以“小空间”

“微投入”“微改造”理
念，积极打造惠民公共
服务空间，沿河栈道旁
的口袋公园成为老人休
闲好去处。

“来尝尝我们的融岭牛
肉丸，纯牛肉制作，咬开还会
爆汁！”福清馆内，工作人员
热情端着试吃盘招呼观众。
颗颗饱满的牛肉丸在汤中沉
浮，撒上葱花后香气四溢。
市民游女士咬开丸子赞不绝
口：“和普通牛肉丸不一样，
肉质紧实又有奶香味，肉香
更浓郁。”

曾经，福清市南岭镇只

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偏远山
区，交通不便、产业薄弱。
如今，在台湾建筑师团队的
助力下，这里摇身一变，成
了充满活力的“飞牛小镇”，
更 被 誉 为 福 清 的“ 后 花
园”。“我们借鉴台湾飞牛小
镇的成熟经验，结合南岭大
姆山景区的自然资源优势，
为景区开发提供全方位旅
游配套，打造出了飞牛集

市。”项目运营有关负责人
张金亮介绍道。今年五一
假期，飞牛小镇迎来旅游高
峰期，飞牛集市的牛肉面
馆、咖啡厅、文创馆等地人
头攒动，游客云集，消费热
度居高不下。“每天牛肉面
馆的销量都非常可观，文创
馆的系列产品更是供不应
求，不少游客都是冲着我们
的‘牛文化’赶来。”张金亮

难掩喜悦。
在改善集镇环境的同

时，项目积极吸引产业落地，
推动镇区和周边村一、二、三
产深度融合发展。团队融合

“台湾飞牛”与“南岭黄牛”元
素，不仅推出了牛肉丸、牛肉
饼、牛肉面等令人垂涎的“牛
美食”，还开发出萌牛抱枕、
情侣牛 logo 等独具创意的

“牛文创”产品。

连江古石村：从“空心渔村”到“网红打卡地”

福清飞牛小镇：偏远山区小镇的“牛气”转型

罗源桂林村：
耕读名村的“微改”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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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广丰的“黑科技”猫屎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