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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伟华文/摄
从大陈岛寻根逐梦，到浙台（玉环）经贸

合作区增智开慧；从创业分享交流会思想碰
撞，到民营企业捕捉商机……3月 12日至 16
日，浙江省青年联合会、台州市海峡两岸交流
协会、台湾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等单位，在我
市联合举办 2021两岸青年才俊魅力台州行
活动。

大陈寻根

丘智贤是台湾黄埔军校同学后代联谊会
会长。出生于 1976年 3月 23日的他，在台湾
长大，到大陆创业，现在上海军声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担任总裁一职。

这是他第二次到访大陈，漫步乌沙头栈
道，领略大陈岛海涛，他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大陈岛是我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这
里留下他很多难忘的回忆。父亲是个军人，出
生于 1921年。他在这座岛上，足足待了 5年。
早年的海岛生活条件艰苦，缺乏粮食、蔬菜的

补给，他经常饱一顿、饥一顿。有时，为了填饱
肚子，他只能用番薯来充饥。除了吃得不好之
外，岛上天气潮湿，有时还起雾，不仅地上直
冒水，床上被褥都能挤出水来。父亲的老家在
江西，在大陈岛当兵时，没有亲人和朋友在身
边。守岛的日子是孤独的，因为战争，军人们
还有极大的心理压力。后来，父亲到台湾，经
常讲这些故事给我听。”丘智贤说，他还查阅
过父亲在大陈岛上写的日记，透过泛黄纸页
的一行行文字，望穿岁月，恍若看到过往一段
鲜为人知的历史。

现在，丘智贤故地重游。当他看到海岸旁
盛开的春花时，情不自禁地感慨：“当年父亲
的行军路上，是否有小花几朵相伴？”

而大陈记忆未曾停止，那些大陈人到台
湾后，靠着勤劳的双手，筚路蓝缕，开创出一
番新天地。丘智贤举例道：“我父亲有几位部
属，一直在台湾做酿造绍兴黄酒的生意，希望
让浙江记忆在台湾得以传承。”

深有同感的，还有来自台湾苗栗县的李弘
昆。他怀着一份浓浓的乡情，率台湾10多位青
年抵达台州。在他心目中，大陈岛是一座寻根
之岛，两岸青年在此共忆历史、凝聚亲情，为扩
大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实现两
岸同胞心灵契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21两岸青年才俊魅力台州行交流团成
员李沈斌，现为北京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画院
画家。2016年 6月 18日至 22日，他曾在天台
博物馆举办“百态济公——李沈斌画展”，100
幅形态各异的济公形象，栩栩如生、惟妙惟
肖。此次，他则把自己精心创作的国画人物作
品《和合二圣》，作为礼物赠送给远道而来的
台湾朋友们。回去后，他还打算创作一些与此
次活动相关的新作。

在甲午岩边洗涤心灵，在台胞文史馆里
今古对吟，在思归亭下追忆历史，在海峡两岸
交流基地石碑前思寻和平……短短两天的大
陈之旅，两岸青年不断地交流思想、激荡胸
怀，沟通信息、结交朋友；共叙同心之情、共画
同心之景、共谋同心之作、共享同心之乐。

创新火花

当两岸青年遇上创业创新这个话题，将
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3月 15日上午，台湾青年一行来到台州
新动能直播基地，与浙江青年创业代表一道，
分享创业理念、创业经历和创业经验，探寻交
流合作的前景。

“我相信这次创业分享交流会扎根于两
地的深厚情缘、发展刚需，在主办、协办单位
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一定可以成为两地青
年交流互鉴、共同成长的重要平台，成为两地
青年互通互融、同心同行的生动典范，成为两
地青年面向未来、共谋发展的崭新机遇。”在
2021年浙台两地青年才俊创业分享交流会开
幕式上，市青联副主席王啸啸的发言，拉近了
两岸青年之间的距离，“希望两岸青年才俊在
创业创新的过程中，成为携手打拼的好伙伴，
共同收获人生的辉煌；呼吁台湾青年积极来
台州创业，提升个人的价值，并为两岸的经济
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台州新动能直播基地主播、云播文化传
媒（台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庄焰，率先登台作

演讲交流。“台州新动能直播基地集主播培
训、产业孵化、供应链管理服务于一体，是目
前我市规模最大、最专业的直播平台之一。目
前已在台州、诸暨、金华三地建设完成，并将
构建多样化、区域化的直播平台。未来的目标
是成为中国一流的直播基地。”庄焰描绘出一
张属于自己的人生蓝图，他闪光的创业足迹，
深深吸引了现场的台湾青年。

台州青年陈婷，在乡村振兴的号召下，于
2016年成立“虫二旅游”，这是一个专注于文
创乡旅的服务平台。它发展至今，已形成五大
业务板块，吸引社会资本 5000多万元。回首
创业历程，陈婷感叹道：“用好创业扶持政策，
才能在创业路上行稳致远。”

“后疫情时代，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来大
陆发展，这种现象引人注目。目前，大陆新媒
体产业发展迅速，涌现出许多创业机会。如何
通过建立实习制度，引导更多的台湾青年来
大陆创业发展，从而发掘双方的区位优势和
潜能，这是我们持续探索的目标。”台湾中华
青年发展联合会秘书长李弘昆说。

他是第二次来台州，此行是为了寻觅发
展良机，并期待自己的梦想能早日在台州这
片土地上扎根、开花和结果。

在台湾青年游智彬看来，台湾青年来大
陆创业，要充分考虑到区位、政策和行业等因
素。他认为，浙江民营经济活跃，他作为金融
专业人士，在此更有机会“如鱼得水”。

之后，浙江省青年联合会秘书长刘俏蕾
与台湾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秘书长李弘昆，
签订并发布了“浙江台湾两地青年创业同行
计划”。

浙江与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

承、商缘相连，两岸交流往来一直频繁密切。
如今，随着“浙江台湾两地青年创业同行计
划”的发布，两地青年情感交融和经贸文化合
作将进一步深化。

同频共振

台州和台湾两地一直有着深厚的渊源。
一是交往早。三国时期，孙权派大将卫温、诸
葛直，率1万多人的船队，从今天的椒江章安
出发，到达夷洲（今台湾）。这是正史上关于大
陆与台湾交往的最早记载。二是情谊浓。1955
年，台州大陈岛近 1.5万乡亲迁至台湾，定居
于台湾 26个大陈村。每年举办的“两岸大陈
乡情文化节”，现成为延续两地乡情的重要纽
带之一。三是合作深。两地经贸交流密切，机
械、汽车和摩托车、模具、电子产品、医药科技
及制品等产业，有着显著的互补性，产业合作
空间较大。

大麦屿到台湾基隆港，仅有 163海里。3
月15日下午，两岸青年实地参访考察了大麦
屿口岸旅检大楼建设和“台宝我家”台湾商品
体验店，一些台湾青年不断举起镜头，在港口
直播美景、“吃播”美食，忙着与网友互动，他
们希望更多台胞来台州创业创新。

公元 230年，卫温船队从章安出发首航
台湾。1700多年后，台州大麦屿港往返于台湾
基隆港的海上直航，十余年间累计运送两岸
旅客超20万人次。

“3月 5日下午，‘中远之星’轮岁修后复
航台湾，从母港——厦门国际邮轮中心码头
出发，载着新春的第一批货物，前往基隆。以

后，我想经常坐这船往返于台州和台湾两地，
很方便，也很划算。”李弘昆说。

从台湾本土剧演员到“登陆”闯荡的创业
者，初到椒江的夏允浩信心满满。他说：“今年
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要与大陆
青年一起借着‘东风’，奔向美好的未来。我妈
妈在台湾宜兰做民宿生意多年，而我接下来
的使命是，到大陈岛上从事民宿经营和管理、
网络直播等工作。近年来，各级不断出台系列
惠台措施，这些都深深地吸引了我。”

“随着‘浙江台湾两地青年创业同行计
划’的正式启动，接下来，双方将常态化地开
展浙台青年创业分享交流活动。而这些，更
能让两岸青年同频共振，迸发创新活力，激
发创业热情。我们新动能直播基地要做的
事，是为每个想在抖音平台变现的商家和企
业，提供更好的变现渠道；为每个想要创业
的有梦青年，提供更好的创业机会。”台州青
年金煌雨说。

接续历史，共谋发展。我市始终都是台湾
青年延续乡情、创业创新的第二家乡。如今的
台州，恰逢“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
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叠加的重
大机遇，这些机遇不仅仅属于台州青年，也属
于广大台湾青年；如今的台州，深入走好“三
立三进三突围”的新时代发展路径，奋力推进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等“六个城市”建
设，涌现出更多创（就）业机会；如今的台州，
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落实中央、省
各项惠台措施，也出台“台州58条”等惠台措
施，持续优化台湾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落实同
等待遇，让台湾青年在我市更有家的温暖，更
有创业的活力。

——两岸青年才俊台州携手共谱心曲

敢立潮头破浪行

本报记者陈 婧

“你出发了和我说，我泡好茶等你。”出发前，
收到了老吴的信息，我开始期待今日的相遇。

烟雨朦胧，群山重峦叠嶂，驶过蜿蜒崎岖
的乡间小路，进入仙居县白塔镇仙景村王户
自然村。在村里民宿专用的停车场停好车，便
看到了老吴在小溪那头和我招手：“是你吗？
快过来吧！”

前往老吴的民宿，要经过一座摇摇晃晃
的小桥。这座桥是村民们自己搭的。细雨中的
木桥，有一丝潮湿的味道。

我过桥的时候，走得战战兢兢，老吴的邻居
笑道：“第一次来吧，我们平时可都走习惯了。”我
说：“我以后一定常来，下次就不紧张了。”

今天是我和老吴第一次见面。老吴是四
喜·宿的老板娘，其实她是一个80后的姑娘。

初遇

“快快快，进来呀！”和老吴第一次见面，

她便直接“上了手”，挽着我走进民宿。
四喜·宿的外观是简约的黑白加上木色

调的。门外的小庭院里，种着各种多肉植物和
漂亮的花草。老吴就在这栋房子里，伴着山中
缓慢流逝的时光，看日升月落、草木枯荣。

“来吧，我们上去看看。”刚泡好的茶，还
没喝上一口，我又被老吴带上了楼。

民宿有3层，共12间房，每个房间都有一
个美丽的名字——“春歇”“夏熏”“云骈”“秋
晖”“冬暖”“桑柔”“一枕”“听涧”“蝉奏”“燕
归”“远空”“山明”。房间有的恬静雅致，有的
活泼青春。精巧的吊灯和绿植装点着别致的
实木家具，清爽的木调，浅淡而自然。宿于此，
能体会到“一日”与“三秋”其中的意味。

参观完房间，下楼，老吴重新沏了茶，聊
起了自己和民宿的故事。

“‘四喜’这个名字，可以说是从天而降的
缘分。民宿刚开始装修时，也是在春天。那天，
我在房梁的一角发现了 4只小小的雏鸟。有
经验的农家老人告诉我，这是四喜鸟。”直到

“四喜”成为店名最后出现在民宿门口，春天
又来了。

老吴告诉我，民宿里的摆饰与物品，都
是她一天天慢慢填满的——门梁上悬挂的
风铃，墙壁上倚靠的挂扇，茶桌上摆放的靠
枕……“有的是我在各处淘来的，也有客人
们送的。每个物件，可都是有故事的。”

聊天间隙，老吴突然指着门前的小树林
说：“你快看，就是这只松鼠！之前好几次来我
们家偷吃东西。”

我抬头望去，透过大厅的玻璃，一幅生动
的山水图映入眼帘。

松柏、枫树、香樟苍翠，鸟儿从这枝树梢
飞到那枝树梢，松鼠灵动地穿梭其间，溪水声
似有若无……身处山林溪涧之间，悠然静谧
的感受油然而生。

老吴说，她 在门口的
榻榻米上，专门给松鼠“邻居”们放了坚果，小
麻雀也会带着伙伴们在门口“聚众开会”。“有
时候，麻雀和松鼠会来偷吃喜喜的猫粮，还被
喜喜揍过。”

喜喜是老吴养的一只英短猫，以前一直
跟着老吴“流浪”。老吴来民宿了，喜喜也跟
着来“被迫营业”。喜喜原本十分慵懒，自从跟
着老吴来到村里生活以后，抓老鼠、逗鸟，自
得其乐。来民宿的客人都很喜欢喜喜，尤其是
孩子们，揉脸、抓毛、全身按摩……不过，无论
客人怎么玩弄喜喜，作为一只“认真营业”的
猫，喜喜总是保持镇静和配合。不过，当客人
们离开后，喜喜便会来到老吴身边，“喵呜、喵
呜”地叫唤，好像在嗔怪老吴，“我被人欺负
了，也不来管管人家”。

老友

虽然是初次见面，老吴给我的感觉，像一
个老朋友。

前段时间，有个客人不小心把一只价格
昂贵的钻石耳钉冲进了下水道，这可急坏了
老吴。她说，不是因为怕担责任，“这么大颗钻
石，替客人心疼啊”。

老吴联系了民宿布水路的师傅，从3楼，
一节一节水管、一个一个出水口地找。在师傅
们的帮助下，一个半小时后，老吴找到了这颗

闪闪发光的
钻石耳钉。

回忆起那一天，老吴笑着对我说：“论如
何培养民宿主人的职业素养——要处事不
惊、雷厉风行，还要熟悉水路、电路，大事小事
不慌，张手就来。”

这样的服务让老吴收获了不少五湖四海
的朋友。老吴爱喝酒，冬天的热红酒，夏天的
气泡酒……许多人不仅是民宿的常客，也是
随时到访的“酒友”。

“有个温州的客人，一年会来四五次。她
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工作节奏很紧张。每
次到了四喜·宿，她可以暂时忘记工作，让自
己放松放松。对了，她也爱喝酒。”于是，只要
她到访，老吴必定“倾酒”相伴。

在四喜·宿，老吴还收获了跨越年龄的友
谊。有几岁的小朋友，也有年长者。经常有人
对老吴说，“今天是第一次来，但是绝对不是
最后一次”。每天，老吴都在收获新客人，同样
也在等待老朋友。

“生活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吗？其实，
我开民宿说不上多赚钱，更多的就是为了让
自己过得开开心心的。”老吴说，城市里的每
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压力，有一个可以沉下心
来的地方，便是民宿存在的意义，“小小的民
宿，不只是旅途中暂时休憩的场所，更是旅

人在异乡第 二个家。”
“我觉得这间民宿的‘核心产品’就是我，

缺了我可不行。”老吴骄傲地说，四喜·宿成长
至今，是自己一点一滴的真诚换来的。“起初，
我的朋友们并不看好我做民宿。在自己的舒
适圈待习惯了，我也犹豫过。但是当我真正投
入之后，才发现，做民宿是我喜欢的事情，认
真对待每个客人、每个房间，让别人快乐的同
时也是取悦自己。而客人们的支持，就是我继
续工作的动力。”

老吴还憧憬着再开一家民宿——一栋两
层楼的小房子，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种着果树
和花，还有一个小池塘。老吴特别喜欢古朴的
民居风格，“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
窗”。“我的第二间民宿，一定要成为一个特别
的存在。现在，我已经开始选址了，希望两年
后可以带‘她’和大家见面。”

聊 天 中 ，老 吴 会 和 我 分 享 自 己 的 糗
事，喜欢的玉饰、蜜蜡，也会因为提到了
的某件趣事而开怀大笑……这样一个真
诚和热情的民宿主人，谁不想和她成为
朋友呢？

我和老吴约定，来年春天，再来一趟四
喜·宿，和她一起分享春天。

四喜·宿：和你一起分享春天

“浙江台湾两地青年创业同行计划”发布。

两岸青年在大陈岛体验风土人情。

台州市两岸青年网红交流中心成立。

在台湾青年的心目中，大陈岛是一座寻根之岛。两岸青年通过两天的大陈之旅共忆历史、凝聚亲情。

四喜·宿。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