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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是我家，发展靠大家。10 月 14—15 日，第四届世

界文成人发展大会在伯温故里文成县举行。来自全球各地

700 余位文成籍乡贤齐聚文成，共话桑梓情谊，共商发展大

计，共谋美好未来。

“侨牌”是文成的一手好牌。据介绍，文成有近 17 万华

侨华人旅居在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1600 多名文成籍侨

领担任海外侨团副会长以上职务，有归侨侨眷7.3万人。

蓄力之下，文成充分发挥侨乡优势，引进侨智

侨资，凝聚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磅礴力量。效

果如何？可以从具体实践中找到答案。

小县城连通大世界
——写在第四届世界文成人发展大会召开之际

叶小西 包永强

“来杯咖啡吗？”在文成街头经常能
听到这样一句话。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因土地等资
源受限，数以万计的文成人前赴后继涌
向国内外，靠着勤劳智慧发家致富，孕
育了独具特色的“侨文化”。

出去改变世界，回来反哺家乡。走
出去的文成人无时无刻不挂念家乡。
如今，文成的大街小巷咖啡飘香，让小
城多了一份独有的气质。

“每一个人只有一个故乡，每个人都
有家乡情结，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是在
外漂泊游子的心愿，所以我义无反顾要
回来投资家乡、建设家乡。”从朱寮村走
出去的侨胞朱德云深情地说道。

朱寮村是文成县最偏远的乡村之
一，也是著名侨村。现在，祖籍朱寮村
的华侨华人约有2500人。

偏远的朱寮村拥有丰富的自然资
源：海拔 1000 多米，森林覆盖率高，生
长着千年红豆杉。这里梯田层叠，风景
秀丽，是夏季避暑胜地，也是冬季观雪
高地。两年前，朱德云看到了家乡的发
展优势，便搭建朱寮侨团“振兴乡村”建
设平台，发动侨胞和乡亲们干起来，有
钱出钱、有地腾地、有力出力。在他的
鼓励和带动下，10 多位侨胞筹集 2000
万元支援家乡建设。

短短一年，朱寮村的面貌焕然一
新：宽敞的道路、有序的绿化带、设施齐

全的公园、修缮一新的宗祠⋯⋯夜幕降
临，覆盖全村的太阳能路灯让村子亮堂
堂。尤其让朱德云欣慰的是，随着环境
改善，村民的文明素养也得到大幅提
升，环保意识大大增强，“这让我们对全
村未来的建设发展更有信心了。”

令人欣喜的是，走遍世界的文成人
回乡，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跃上新
台阶”。以侨界爱心协会、侨界妇女联
合会等为媒介，鼓励侨胞侨团侨企，筹
建侨爱共富基金，围绕美丽乡村建设，
以捐资捐物等各种方式参与基础设施、
文化类公共设施等建设，实施精准帮
扶，先富带后富，近 5 年共收到侨胞捐
款捐物近8000万元。

侨胞归国，也源于家乡的感召。文
成大力实施“万侨走归”计划，落实加快
华侨要素回流、推进共同富裕的多条硬
核举措，鼓励侨资侨智侨青回归创业，
促进华侨要素回流；深入开展“暖侨安
侨护侨”系列行动，迭代升级为侨服务

“全球通”“解侨纷 e 件事”等数字化应
用场景；探索“互联网+华文教育”新模
式，办好“寻根之旅”夏令营和“浙里·云
课堂”，增强新生代侨胞文化归属感；积
极开展“家雁归巢”“乡贤恳谈会”“山海
聚英才青年圆桌派”“青蓝接力”等活
动，加强联络联谊，感召新侨群体和海
归高层次人才回乡创新创业，凝聚山水
侨城新力量。

实践一
出去改变世界，回来反哺家乡

（（本版图片由文成县委宣传部提供本版图片由文成县委宣传部提供））

文成县农业资源丰富，农业是重点
产业。“我从小就知道糯米山药，但在意
大利 20 几年都没有看到，希望尽我所
能，让在外的文成人都能尝到家乡味
道。”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米兰温州华
侨华人商会常务副会长、新乡贤叶平
说。

叶平长期从事农产品进出口贸易，
通过与海内外商会、企业、政府等对接
沟通，取得了包括糯米山药在内的多种
农特产品的经营资质，签订文成农产品
出口协议，带领文成糯米山药等农产品
走进欧洲市场。

近年来，文成县发挥侨乡特有优
势，借力华侨、文商等新乡贤群体，帮助
糯米山药等农产品打响品牌、出山跨
海。糯米山药已出口意大利、法国、西
班牙等多个国家，上架海外各大超市货
架，建立海外山药营销网点 5 个，出口

额超8000万元。
糯米山药口感软糯，营养价值高，

倍受消费者青睐。但储藏难，价格波
动大，产品不能周年供应，加上农业龙
头企业实力不强，产业集约化程度不
高，产业链发育不健全，严重制约了糯
米山药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我是文成本地人，想让深山里的
农产品走出去。”文成味多多食品加工
有限公司负责人叶子稀，从意大利回
国投资农产品深加工和预制菜生产，
助力糯米山药滞销农户打开销路，“如
果 农 产 品 不 进 行 加 工 ，会 有 诸 多 限
制。”叶子稀介绍，味多多预制菜项目
总投资 1.02 亿元，主要建设预制菜智
能生产线、研发中心、体验中心、电商
直播室、装配式冷库以及人才中心等
附属配套。

“经过加工，糯米山药成为净菜，价

格也将翻一番。”留在家乡，叶子稀
干劲满满，今年企业投资额由原先
的 6000 万元追加至 1 亿元，正是
看中了预制菜广阔的市场空间。

不止糯米山药，文成杨梅远
销海外，已不是新鲜事。去年，文
成乡贤周作荣将 1 万多斤的文成
东魁杨梅运至加拿大市场，被一抢
而空。今年，他尝试新品种，精挑细
选了一批黑炭梅，进一步打开海外市
场。

小小县城，也可以连通大世界。“把
文成特色的糯米山药、杨梅等农副产品
推向世界，可以进一步发展文成侨贸经
济、推进跨境电商发展、升级‘地瓜
经济’，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
值，进而带动山区农民收入
增长。”文成县委统战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

实践二
深山里的农产品，在海外也“圈粉”

青年向上，城市向前。乡村高质量
发展，离不开年轻人。

在文成县周山乡官垟村，一家高颜
值的悬崖咖啡馆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
爆火。许多年轻人，翻山越岭，只为来
此打卡一杯有故事的咖啡。

南京长大的徐林，一直记着小时候
和外婆在文成的日子。这些年，他常常
带着无人机，来文成寻找童年的记忆。
有一次，他在山路上碰到周山乡干部。
对方听说他正在寻找合适的地方开发
文旅项目，就带他去看官垟村的一间废
弃小学。两层、6 个教室的小校舍，校
门口空地和围墙围成一个小院，校舍后
的操场正对着一片梯田⋯⋯这番场景，
激发了徐林在文成干事的热情，一头扎
了进来，留在这儿不想走了。

徐林盘掉自己在南京创下的物流
企业，带着老婆孩子来到周山乡，开始

围绕这间学校打造民宿“稻语小筑”、云
上餐厅和悬崖咖啡馆等乡村新业态项
目。

在文成，徐林的经历并非个例。文
成团县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 90 后
年轻人，更愿意为建设和美乡村贡献力
量。从产业入手，则是他们擅长使用的
方法。

初秋，入夜的文成已经微凉。推开
一座庭院的木门，“侨家乐”民宿——

“寒舍廻塘”的创办人黄靖还在庭院里
忙前忙后。从意大利罗马回国后，“侨
二代”黄靖与妻子扎根文成山区，开起
了民宿。

过去，文成籍华侨一般通过捐建学
校、卫生院、影剧院和资助困难学生等
方式回馈家乡。如今，除了捐款捐物，
还有很多如黄靖一样的文成籍侨胞回
到故乡，成为当地的致富带头人，为乡

村带来新面貌。
令黄靖高兴的是，民宿

的溢出效应正在显现。如今，
黄靖是文成“百侨扶百村”的创业
典型。他的民宿为周边村落的农户搭
建起农特产品“特供”平台，带动了农
户就业和农特产品销售。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如今，文成聚集了一批青年创业
者，满眼是绿的地方也成了年轻人愿意
回来的故乡。他们有的从国外或者大
城市归来；有的被这里的山水乡土所吸
引，带着回归田园的理想定居山乡，助
力乡村高质量发展。

换个思路天地宽。以“侨”为桥，打
开文成发展新天地。可以预见，这些殷
殷乡愁乡情，必将汇聚奋进的磅礴力
量，推动文成高质量发展的车轮滚滚向
前。

实践三
这里，是年轻人愿意回来的绿水青山

历届文成县委、县政府坚定践行“八八战略”，一张
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持续擦亮生态底色，发展
壮大生态工业和生态旅游，文成实现了从偏远山城到交
通枢纽、从总体小康到高水平全面小康的精彩蝶变。

山水侨城
20年20事

1.坚持“生态立县、工业强县、旅游兴县”战略不动摇

2.刘伯温故里景区获评国家5A级旅游景区

3.圆梦高速 温州西部交通枢纽基本形成

4.打造县域“半小时交通圈”实现城乡公交一体化

5.推进水源地综合整治 3次捧回全省五水共治“大禹鼎”

6.实施全域环境再造 成功创建省级大花园示范县

7.省级经开区、农开区、旅游度假区先后获批设立

8.娃哈哈集团国内最大智能化饮料生产基地成功落户

9.首个百亿投资项目——天顶湖国际旅游度假区落地

10.获评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11.新区开发和城中村改造齐头并进 城市框架全面
拉开

12.打造中央水轴景观 泗溪“母亲河”华丽蜕变

13.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一大批优质民生工程
建成投用

14.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解决百姓吃水难题

15.全国首创并迭代升级为侨服务“全球通”

16.“太公祭”、伯温家宴等刘伯温文化 IP 持续
打响

17.圆满完成震后重建 获评全国防震减灾工
作先进单位

18.实施生态大搬迁促进人口集聚和新型城镇
化发展

19.持续深化“山海协作”携手打造山区共富样板

20.坚持党建引领 实现省级平安县“十六连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