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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潘薇）大陆农

户脚踏农田、走进果园，拿起手机

直播好农货，这种新兴卖农产品

的方式也有不少台胞参与其中，

他们带来台湾农业种植新技术、

产业发展新模式，打造品牌开拓

渠道，让农产品走出大山甚至拓

展到海外。昨日，这群两岸农创

人齐聚厦门，在2023两岸新农人

乡建乡创发展论坛上，以“讲好乡

村故事、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

分享乡村振兴故事、传播农产品

销售新思路，进一步开拓两岸农

业合作、参与大陆乡村振兴的融

合发展新思路。

福建省台湾农业研究中心研

究员、副主任周琼表示，两岸经过

多年交流往来，在农业方面也有

不少融合发展的例子。例如入选

“福建省首批优秀创意旅游产品”

的漳平市永福镇台品樱花园，由

台农谢东庆打造，他从传统种高

山茶、制茶的第一产业逐渐升级

第二、三产业，如今开发观光项目

后，不少省内外的游客都会慕名

前去赏樱。“乡村振兴离不开一二

三产业的融合，如今的永福镇因

为休闲农业和旅游业的繁荣带动

了餐饮、住宿等服务业发展，未来

两岸还可以探索更多乡村振兴融

合的思路，展现三农发展的新生

力。”周琼说道。

现场还进行百度百家号、厦

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海峡人才

厦门工作站三方共建海峡青创学

院“两岸乡村人才头雁培养基地”

签约仪式，并聘请10名百度三农

创作者为培训师。

百度三农创作者“爱吃甜水

面的宓小妹”，名叫宓欣怡，来自

台北，是培训师之一。如今，她在

成都扎根，与两岸业者分享了成

功行销在凉山种植生产的高端橄

榄油产品。宓欣怡说：“橄榄油源

自台胞林书任父子在大凉山的橄

榄油，我们通过打造伴手礼品牌、

活用在地资源、进行线上行销等，

打通了高端农产品的市场渠道，

让消费者走进他们花费12年打

造的精美庄园观光，同时带来消

费”。作为四川首批“川台文旅交

流合作带头人”，宓欣怡事业的发

展也是川台交流融合的见证。从

最初专做台湾甜品，到现在成立

文创公司组建两岸文创团队，致

力于用文创产品讲好四川故事，

“我们已经在策划用新媒体手段

讲述四川乡村振兴故事，也会更

专注发挥文创特长做好农产品包

装设计，帮助企业拓展销路、传递

品牌理念，更多元展示两岸农业

合作成果。”

在厦门创业的台青罗鼎钧从

事新媒体运营，他与两岸从事农

业推广项目的青年代表交流

心得，记载两岸农创人如何

助力乡村振兴。他说：“每

个农创人的背后都有一个

感人的故事，不仅仅是为

农民带来营销收入，更有

与这片土地深厚的情结，

让两岸农创人碰撞出更多

的好想法，来兴农助农。”

论坛活动由百度百家号、好

看视频、海峡卫视、厦门卫视、厦

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海峡青创学

院等单位联合主办，湖里区委台

港澳办、集美区委台港澳办、厦门

海西MCN两岸青年三创基地、

中绿集团协办。

晨报讯（记者 潘薇）3月18

日，“聚焦女性健康 守护她安全”

暨第二届“健康妈妈 健康宝宝”

公益助孕活动在厦门安宝医院

举办，两岸业者及家庭代表共同

关注孕产健康。此次活动由厦

门安宝医院和厦门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联合主办。

作为一家台资生殖专科医

院，厦门安宝医院深入贯彻《“健

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及“健康

中国母亲行动”，积极推广“健康

妈妈 健康宝宝”功能医学健康备

孕新理念，以公益初心践行优生

优育。台湾生殖专家、厦门安宝

医院院长魏晓瑞表示，安宝医院

已经连续办了两届公益助孕活

动，上届参与者都已成功“好

孕”。“今年我们联合中山医院，

共同响应国家生育政策，‘三孩’

政策开放以来，安宝医院持续帮

助不孕、难孕的高龄患者养成

‘吃好、睡好、运动好、心情好’的

‘四好’健康备孕观。同时针对

经济拮据的难孕家庭，医院也尽

一份绵薄之力，实现他们生儿育

女的梦想。”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妇

产科主任医师刘昱表示，很多女

性对于如何健康备孕缺乏基本

概念，甚至存在认知误区。近年

来亚健康问题也持续困扰着婚

育人群，导致不孕不育高发，因

此推广和普及健康备孕知识很

有必要。

据悉，在传播健康备孕理念

的同时，安宝医院不忘将公益助

孕落到实处，提供优惠助孕金、

义诊名额等，切实惠及备孕及难

孕女性。

晨报记者陈翠仙潘薇

“走在这里，就像是走在金

门。”在集美城内村，来自金门的

罗宏彬感触颇深。日前，“闽南烟

火 两岸情书”系列活动——厦金

两岸闽南文化研习交流活动在厦

门举行。20余名来自厦金两岸

闽南文化专家、青年实地走访集

闽台古镇、集美青创基地，开展厦

金闽南文化座谈研讨，交流闽南

文化在两岸的传承与发展。

在城内村，在地的台青为金

门同胞介绍了两岸共同的信俗以

及两岸婚姻交流等。看着与金门

相似的街道，金门县闽南文化协

会理事长杨再平不禁感叹厦金是

“兄弟之城”。“两岸一家亲，无论

从血缘还是文化传承的角度看，

厦金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杨再

平希望两岸携手，共同发扬闽南

文化，他说：“后续我们希望能跟

厦门一起办活动，如两岸青年成

年礼、书院文化交流等，让闽南文

化在两岸年轻人中传承与发扬。”

金门县闽南文化协会青年三

创委员会主委罗宏彬除了探寻两

岸传统文化外，也借此考察乡村

振兴项目。他说：“‘小三通’恢复

后两岸之间的往来更加便利，台

湾的年轻人也想积极和厦门开展

交流，在社区营造、闽南文化等方

面加强合作。”

就读于金门大学长照专业的

“00后”金世涓则期待两岸青年

携手用创新的、年轻人喜欢的方

式把文化故事完整记录下来。

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李向群认为，应该积极发展当

代闽南文化。厦金传统文化能带

动更多的乡情互动，让厦门与金

门成为和平交流的桥梁。

2023两岸新农人乡建乡创发展论坛昨日在厦举行

两岸农创人讲好乡村振兴故事
走进青创基地
看电商兴农
晨报讯（记者 潘薇）昨日，

两岸农创人还前往厦门海西

MCN两岸青年三创基地和湖

里兴隆社区进行参访，了解“新

媒体+电商”模式，为助力乡村

振兴拓展新思路。

在厦门海西MCN两岸青

年三创基地，大家观看自媒体

达人现场带货，了解直播电商

运营模式。基地拥有的供应

链、平台、达人、内容生产、直播

运营、共享直播间等全产业链

资源，以及为台湾青年来厦就

业创业提供的贴心服务，让大

家颇感兴趣。

台青赖俊豪现定居成都。

他表示，农创人变身主播，通过

电商赋能，更能提高农产品的

附加值。

他说，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5G 、元宇宙概念、区块链等都

是热点，关于“新农人”的定

义，除了创新农作物种植

技术之外，农产品的品

牌设计提升附加值，产

品行销如何与电商、直

播结合都很重要。

两岸专家、业者探讨乡村振兴发展之道。记者潘薇摄

两岸医院携手
推广健康备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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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农业代表来到直

播基地参观，了解直播带

货模式。 记者潘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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