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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陈翠仙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这为众多台青指明了发

展的方向，不少台青加入乡村振

兴的浪潮中，借着青山绿水发展

自己的事业。

昆虫王国助力生态多元性
前段时间台青徐培丰辗转于

福州、漳州、龙岩等地的乡村，寻

找项目落地的合作伙伴。从事昆

虫生态的他计划打造“昆虫谷”，

在改善乡村环境的同时，为乡村

提供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在台湾，蝴蝶产业为其带来

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大陆发展

乡村振兴的今天，这一产业模式

值得借鉴。”徐培丰说，说到昆虫，

大家更多想到害虫防治，而对益

虫保护等了解较少。在台湾，他们

的团队从事的就是昆虫生态的研

究。今年，他来到福建，看到了这

里的好山好水，便想着把这一产

业模式搬来。在考察了多地之后，

他的团队已经与漳州等地的基地

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徐培丰表示，希望通过在当

地打造“萤火虫村”“蝴蝶谷”“昆

虫镇”等模式，将乡村振兴与环境

治理相结合。“我们计划通过环境

治理的方式，提升生态多样性，打

造适宜各类益虫生存的环境。将

昆虫的培育打造成产业链，未来

除了打造昆虫乐园等观光产业，

还可以把昆虫培育经验传授给当

地民众，比如教农民养蝴蝶或者

萤火虫，帮助乡村形成自己的特

色产业。”徐培丰说。

让徐培丰开心的是，福建的

气候环境与台湾十分相似，可以

让他们用最低的成本将在台湾发

展的模式落地福建。“早期我在西

安从事农业，来到福建之后发现

这里环境适宜，还有广阔的市场，

于是赶紧组建了团队，落地发

展。”徐培丰说，大陆的政策利好

为他们的发展增添了不少动力，

他也想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带

到厦门，一起共建祖国大好河山。

海钓基地推广翔安特色
在翔安创业的台青刘维铠则

与海鲜结下不解之缘。他时常走

街串巷进行调研，计划在欧厝打

造两岸海钓基地。

“翔安欧厝临海，与金门、高

雄的一些渔港很相似。”刘维铠

说，海钓在台湾十分盛行，他期望

让台湾的海钓模式落地大陆，让

市民游客在享用美味海鲜的同

时，有更加丰富的体验，让翔安的

特色美食有更深层次的发展。“乡

村振兴要因地制宜，立足特色资

源推动产业发展壮大，和乡亲们

共享发展果实。”刘维铠说。

刘维铠的目光不仅放在了

海鲜上，他也十分关注当地的社

区治理，让许多“台湾模式”在欧

厝落地，摸索社区治理的新模

式。

文旅研学为乡村注入新活力
位于集美的聚融壹家台湾青

年双创基地的台青团队，把两岸

文旅研学融入乡村振兴，让古老

乡村以崭新面貌呈现在观众面

前。来自台湾台南的90后青年吴

炳璋是团队中的一员，2018年他

在创业的过程中找到志同道合的

台青赖淑珍，用新媒体模式挖掘

乡村文化、实现乡村振兴。

他们的团队还招募两岸大

学生参与工作营活动，通过大学

生的奇思妙想，为乡村发展提供

养分。台青郑孟桓表示，他们今

年招募数十位两岸大学生，“他

们会从自己的角度拍摄乡村美

丽的画面，为乡村建设出谋划

策”。

保护绿水青山 挖掘金山银山
台青积极加入乡村振兴，借鉴台湾经验为乡村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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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潘薇）日前，

厦大师生前往厦门市人民小学

两个校区开展以“崇德向善 孝

敬父母”为主题的校园心理健康

节系列活动，多位台湾学生参与

其中。此项目受“中国人口福利

基金会尊老爱幼家庭发展专项

基金”资助，为多个年级段打造

不同主题的心理健康课程。

活动期间，厦大师生面向一

至二年级等低龄小学生开展的

“心际穿越”示范课程，以游戏式

学习提升正向心理，降低压力、

社交焦虑等负面情绪等；他们还

为二至三年级小学生开展“校园

070(零欺凌)”示范课程，以情景

模拟、桌游等互动形式，引导孩

子们学会识别校园欺凌，正确地

应对或预防欺凌事件的发生，树

立旁观者意识，在自保的前提下

助人，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

共同营造“友善校园”。

同时，师生志愿者们还面向

低龄段小学生开展“生命之光”

示范课程，采用植物栽培、角色

扮演、情景模拟、老人装体验等

方式，带领孩子一起探索生命

的意义，培养其尊老敬老的品

质。

在厦门大学就读的台湾学

生陈士涵表示，希望借由“崇德

向善 孝敬父母”主题活动，和同

学一起将所学融于生活、服务社

会。“带队的台湾老师江宜珍一

直坚持推行少儿卫生健康教育，

我也深受感染，希望未来能持续

参与相关项目，尽自己所能，提

供相关心理知识的支持。”

另一位台湾学生上官芷瑄

表示，作为“厦大幸福研究室”的

一员，很开心能参与人民小学的

心理健康月活动。“我们在引导

孩子们正向思考、促进其健康心

理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能

力。孩子们是社会的未来，我也

期待更多青年学子一同投入到

少儿心理健康教育的行列中”。

晨报讯（记者潘薇）日前，厦

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学术年会

暨第一届“新时代两岸论坛”举

办，来自两岸的百余位专家学者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围绕台湾岛内政治生态演变、新

时代两岸关系等话题展开探讨。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

孙亚夫曾担任台湾研究中心主

任。他表示，台湾研究中心是教

育部人文社科教育研究基地，以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为实体，师

资丰富、实力雄厚，对涉台研究

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展现出新面

貌。“涉台研究学者在研究时政

热点时，不仅要看到现象，更要

观察内在、深层的原因，利用相

关数据深化研究，进一步认识两

岸关系和台海局势”。

厦门大学宣传部部长、社科

处处长高和荣表示，台湾研究中

心是厦门大学五个研究中心之

一，两次在教育部评估中获得

“优秀”，这是对台湾研究中心的

肯定，也是对从事台湾研究的专

家学者的肯定。未来，台湾研究

中心要坚定高远的使命和战略

意图，加强前瞻性研究，成为研

究台湾的中心。

据了解，本次论坛由厦门大

学台湾研究中心主办，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协办。

作为涉台研究的学术重镇，未来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将持续

打造“新时代两岸论坛”这一学

术品牌，为促进两岸和平发展提

供智力支持。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

任陈先才表示，台湾研究中心在

完成“十四五”基地重大项目申

报后，要继续深刻把握两岸关系

脉动，在两岸关系发展中发挥智

慧库、思想库、人才库的作用。

陈先才说：“我们采用科学

化的方式进行课题研究，利用大

数据，加强对台湾事情的了解，

跨学科地提升研究技术上的创

新，更好地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在这些方面提供一些智慧助

力。”

台湾学子积极参与系列校园心理健康节活动

用心引导，助力心理健康
首届“新时代两岸论坛”

在厦开幕

厦大师生为小学生开展心理健康主题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