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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眉村位于白眉水库下游，面积约15平方公里，总
人口1350多人，其中侨胞约800多人。步入村庄，道路
两旁屹立着一幢幢中西合璧、气势恢宏的侨厝。随着时
光流逝，不少房屋逐渐空置。为了让“南洋厝”重焕生机，
白眉村开始了一场“拯救行动”。

民宿产业兴

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白眉村依托水库周围良好的
生态资源，主打“文旅”牌，吸引福州市区及周边地区游客

休闲度假。在村两委的带动号召下，众多海内外白眉乡
亲利用自家的空置住宅，自主培育乡村新业态。

“我们发动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带头改造提升自家房
屋，引导大家转变观念，自主盘活资产。”白眉村党支部书
记刘必成说，村里搭建了经济合作社平台和民房租养平
台，负责民宿的统一管理、运营，所得收益由民宿的主人
和经济合作社共享。

60多岁的归国华侨尹克是第一个响应的村民，他投
入 60多万元，将自家两层房子改造成有文艺范的民宿

“雁柱居”。他说，白眉村曾是偏远的小山村，村民以务农
为生。上世纪90年代，他像村里的不少年轻人一样，带
着家人赴海外打拼。2019年，他回国定居，家乡的变化
让他惊讶：“村子美了，人气旺了，‘钱景’十足。”

目前，村里有9栋民宿55间套房，其中5栋用空置侨
厝改造而来。

资本送“活血”

民间投资“反客为主”，为白眉村侨厝增添不少新光
彩。

2020年，福州首个民营侨批展示馆——白眉侨批展
示馆落地白眉村。由福建省商盟公益基金会牵头，智慧
艺风文化（福建）有限公司投资1200万元，盘下空置侨
厝，打造侨批展示馆、侨批文创基地、直播实训孵化基地

及民宿、餐馆等。
刘必成说：“起初大多数侨胞难以接受祖宅出租，面

对客商的橄榄枝都一口拒绝。为了让侨批展示馆顺利落
成，村委会坚持不懈与侨胞跨洋通话，讲清侨厝出租的优
势，逐渐得到侨胞的理解和响应。”在村委会的牵线下，美
国侨胞邱清新家族将两栋房屋出租，作为侨批展示馆等
文化场所用地。两栋房屋经过企业租户的修缮焕然一
新，侨胞业主多了一份不错的收入，前来观展的游客络绎
不绝，别有一番新气象。

白眉侨批展示馆内珍藏着2000多封侨批档案，展出
侨批400余封，展现福建华侨华人的移民创业史，浸透海
外侨胞的血泪和汗水，蕴含着他们对祖国、故乡和亲人的
一片深情。

建馆人、福建省商盟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周小川表示，
白眉侨批展示馆的设立旨在记录、保存和传承福建特别
是福州华侨华人的历史和文化，激发侨乡群众对家乡文
化的认同感，促进华侨与家乡的互动交流。该馆致力于
收集、展示侨批档案及侨乡文物，引导更多人走近侨史，
感受华侨精神。同时，还将依托侨批展示馆、文创基地，
塑造华侨文化品牌，带动当地文旅、直播产业发展。

如今，白眉村融入了福州主城区十余分钟生活圈，越
来越多游客来到这里，看着一份份海外侨胞寄回的书信，
感受着这里的侨乡文化和历史故事。

（沈乔/文 范丹清/供图）

长柄村临江背山、风光独特，在2.3平方公
里的村庄内，藏着 200多栋东南亚风情古民
居。漫步村庄，一幅侨乡文化名村的振兴画卷
铺陈开来。

厝里故事多

道路两侧错落有致、别具一格的“南洋厝”
引人瞩目。清朝末年，大批长柄人远渡重洋到
新加坡、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讨生活。数十年后，

“南洋客”们衣锦还乡、重修祖宅，于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陆续建成了融合南洋元素的青砖南洋
厝，形成独具特色的民居建筑群。事业有成的
华侨们不忘反哺家乡，满腔热忱服务家乡建设，
1983年以来，长柄华侨或集体、或个人陆续捐
资兴建了水泥路、影剧院、小学、敬老院、公园、
老人活动中心、文化长廊、凉亭、水库等公共设
施，以及帮助困难户、重病患者。

目前，长柄村共有200多栋保存完整的南洋厝特色
传统建筑，皆以青砖建造，条石墙基，灰瓦铺顶，挑檐多由
青砖线条花式砌筑，多为二三层楼房。在南洋厝的墙壁
上，可以看到工匠的精湛技艺，他们用雕刻、彩绘、镶嵌等
手法，将中国文化元素和东南亚风情巧妙融合，推开古朴
的大门，就像翻开了华侨建筑的“石头课本”。

“长柄村‘南洋厝’吸收了女儿墙、砖雕等中式传统建
造技法和东南亚建筑风格，见证了华侨筚路蓝缕、奠基立
业的奋斗史，反映了华侨华人在南洋地区的生活方式、社
会关系和文化信仰，呈现出华侨在借鉴世界文化成果并
与本土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的智慧。”长柄村党支部书
记杨人渠表示。

行走厝边，青砖小巷随处可遇，古朴而清新。原先，
这都是不起眼的水泥小径，村里按照统一样式风格，集中
打造了十多条小巷，确保与“南洋厝”风格协调。同时，长
柄村强化房前屋后绿植栽种，和青砖小巷相映衬，成为别

致风景线。

喜迎“新村民”

长柄村家家户户都是侨。据了解，长柄在籍人口约
1300人，外籍华人5000多名，华侨800多人，侨眷230
多人。上世纪90年代起，侨胞出海的主要目的地从东南
亚各国转向美国，更多乡亲从餐饮、建筑等行业起家，事
业逐渐遍布美国多个领域。

一代代长柄村乡亲出海谋生，留下越来越多的空置
侨厝。一砖一瓦古朴如初，既守望主人回家，也期待新客
到来。

厦门蓝天救援队队长陈素珍是长柄村媳妇，15年
来，她带领队员在自然灾害中抢救了许多生命。2022年
7月，她在村内筹办了福建省蓝天救援防灾减灾中心暨福
州长柄水草生命教育馆。

陈素珍表示，“生命教育馆”进驻长柄村，
既可以扩大防灾减灾传播范围，又可以为附
近村落打造研学实践基地。立足于福建省蓝
天救援队的专业优势和在防灾减灾方面的技
术优势，“生命教育馆”将持续开展自救互救
技能培训、防灾减灾知识讲座等安全知识普
及活动。

诗人、画家曾伟是长柄村“新村民”，他看
中这里独特的侨厝景观，租下一栋南洋厝，将
其改造成美术馆、咖啡馆。走进屋内，游客在
流动的音乐和咖啡香中观赏画展、舒展身心。

“长柄村让我感到非常亲切，看见街头巷
尾保存完好的老宅，就像看见自己童年生活
过的地方。”曾伟认为：“小村庄藏着大资源，
侨厝是长柄村得天独厚的宝藏，利用好空置
侨厝，引进新业态，将带动更多年轻人留在村
庄，释放更大的发展动能。”

眼下，长柄村正吸引越来越多人留下，众
多沿街侨厝被打造成民宿、茶馆、书屋，不少艺术家进驻
长柄村，既提升了侨厝“颜值”，也为这座侨乡增添新的文
化韵味。

弘扬侨文化

当前，长柄村不断收集侨批家书、生活用品、汇票收
据等具有侨文化特色的历史物件，记录知名侨领事迹、爱
国侨胞捐资等情况，编撰完善村志、挖掘侨史，谋划长柄
侨史馆。村里正联合阳光学院师生，通过面谈、视频通
话、他人口述等方式，对长柄华侨的爱国奋斗史进行收集
整理，留住属于长柄的乡愁记忆。

未来，长柄村还将打造南洋风格的文化风情街和龙
津侨乡艺术文化创业园，吸引更多华侨华人回乡投资创
业，将侨文化景点串联成线，打响侨乡特色文旅品牌。

（沈乔/文 长柄村委会/供图）

长柄村：

侨厝迎新客 恰似故人来

闽江北岸，福州马尾区亭江镇是福

建著名侨乡，本期“侨厝新生”栏目以该

镇长柄村、白眉村为例，讲述当地侨厝

保护与活化利用进展情况，一览亭江的

侨乡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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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眉侨批展示馆白眉侨批展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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