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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渔村到“斑斓渔乡”

象山高泥村：东海之滨“白富美”

□本报记者 杨怡

“东西塔影远云遮，冉冉炊烟接下沙。

日落海山僧磬寂，一行飞雁入洋笆。”这是晚

清文学家、画家姚燮的《西沪棹歌》，描写的

是象山西沪港的旖旎风情。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象山县黄避岙乡的

高泥村，这里是象山“斑斓西沪海岸线”的起

点村，沿着“斑斓海岸”骑行绿道，西沪港如

画卷般在眼前展开。这里环村道路宽敞整

洁，白墙青瓦绿树掩映，“里海荷塘”花叶摇

曳。耕海牧渔，踏浪而歌，这座古朴的渔村，

散发着别样的活力。

行走在村中，不管是路边的景观小品，

还是画在墙上的绚烂壁画，满满的都是“渔”

元素，显得格外特别，处处透露着村民们对

年年有余、丰收富裕的美好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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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鱼养殖第一村的发展困惑

高泥村地处象山港与西沪港交汇处，区域

面积3.4平方公里，山林面积4082亩，海水养殖

面积3135亩，曾获评省特色精品村、省3A级景

区村庄、宁波市“最洁美村庄”20强。

不仅如此，这里还是我省最大的网箱养殖

基地，有“浙江黄鱼养殖第一村”的美誉。令人

难以想象的是，这样一个既有秀美山水，更有海

洋馈赠的村庄，以前却是黄避岙乡的交通末端，

交通落后、信息闭塞，基本靠天吃饭。

“以前发展思路没现在活，守着西沪港这个

聚宝盆，靠海吃不了海，大部分村民靠赶小海、

卖海货过日子。”高泥村党支部书记朱中华说，

那时候即使起早贪黑，也只能勉强混个温饱。

2004年以后，村里利用西沪港优势，加大网箱

养殖力度，高泥村民增收致富驶上快车道。

2012年象山港大桥建成通车，为这个地处

大桥脚下的小渔村打开了加快发展的全新通

道。“以前大家都说来高泥不方便，大桥开通后，

我们村成了交通枢纽咧。”朱中华说，以前的高

泥村，处在交通末端，海货价格根本卖不高。“桥

通了之后，村里开始发展海鲜直供，名气也慢慢

上来了。”他乐呵呵地说。

据了解，高泥村目前265户农户中，有近

60%的村民从事网箱养殖，大黄鱼、鲈鱼养殖是

高泥村的支柱产业，产品远销韩国、日本等地，

仅大黄鱼一项，年产值就超过1亿元。2019年，

高泥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4万元大关。

但伴随养殖规模的扩大，村内环境也开始

遭到破坏。“四五年前，那会儿几乎全村都在从

事网箱养殖，网箱使用的木质鱼排等用具更新

速度很快。你想象一下，每家每户都把这些东

西乱丢，我们这么小的村子，会是个什么样子。”

朱中华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村民家里甚至村里

的空地、海边的沙滩，堆的全是废弃的塑料泡

沫、破渔网，甚至一些死鱼就明晃晃地丢在码头

上。

如何调和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的矛

盾，成为高泥村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渔排说事”化解矛盾美化家园

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农村协调发展，

离不开文明乡风的滋养，而衡量乡风文明的一

个重要标志，可以说就是环境洁美。为改变面

貌，高泥村从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开始，村班子下

定决心，一定要把村庄环境搞好。

“当时，为了处理码头上的垃圾，我们村干

部直接在码头现场办公。问题一天解决不好，

就一天不走。”朱中华说，他们这么做，既是为了

表明解决问题的决心，更是给村民做出榜样。

针对村里养殖产业规模大、养殖户多、作

息时间特殊等实际情况，高泥村在象山“村民

说事”制度的基础上，在码头直接建起了养殖

户“渔排说事”点，便于大家合力解决生产作

业当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化解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各类矛盾纠纷。村里还特意组建了一支

志愿服务队，帮助清理卫生死角，有些养殖户

不在村时，志愿服务队会帮忙清理庭院、倾倒

垃圾。

“之前村民们把死鱼随意丢弃村里码头上

的事儿，就是通过‘渔排说事’解决的。村民们

在经过民主讨论后，决定由村里出资在码头设

立集装箱冷库。”朱中华告诉记者，这样一来，养

殖户可以把死鱼放在那儿集中保存，再定时卖

给鱼粉厂作为饲料原料，既能产生经济效益，又

保护了村庄环境，一举两得。

为了让大家都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

来，村里举办了“美化庭院大赛”。“开始的时

候，我们都觉得这事儿跟自己没多大关系，直

到后来有几个邻居家挂上了‘最美庭院’的牌

子，大家就有些坐不住了。”高泥村村民朱阿

姨笑着说。

渐渐地，村民们的庭院里种起了花木，围墙

上画上了壁画，村里一些手艺人还把那些废弃

的渔具改造成了景观小品、长椅……点滴细节

处，无不渗透着“斑斓渔乡”的元素。

海里岸上双轮驱动全面发展

2016年，高泥村还乘上了宁波市“斑澜海

岸”文明示范线建设的东风，全面开启了打造新

时代美丽乡村样板的新征程。

村里根据实际情况，整体规划、精准发力，

设立村牌村标、美化村内巷弄、改造农户外墙，

共修复和新建高泥村段“斑斓古道”350米，打

造观景游步道2公里，创建党建公园，改造村内

溪坑，建设3A级旅游公厕，完善清军港遗址周

围景区化建设等，成功创建3A级景区村。

环境大变样，小小的渔村成了投资兴业的

热土，吸引各类人才前来。

“里海荷塘”负责人朱文荣便是其中之一。

作为一名“海归”，他一头扎进高泥村。“我流转

了村里600亩土地，开发‘里海荷塘’项目，当时

只是作为一个产业性项目来做。”朱文荣告诉记

者，后来荷塘边上一处闲置的教学楼也要开发，

索性就和朋友一起拿了下来，建设了现在这座

独具江南传统院落风格的主题民宿“安澜别

院”，将这里打造成了一个田园综合体。

在这里，游客可以泛舟、游湖、采藕，体验农

耕和渔文化。“我希望把观赏体验与经济增收有

机结合，带动当地农渔产品销售，达到双赢效

果。”朱文荣如是说。据了解，现在每年荷花盛

开时，“里海荷塘”平均日接待游客1000多人

次，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40余万元。

从赶小海到养黄鱼，从荷塘到民宿，从“红

美人”种植到“浒苔”养殖加工……高泥村人依

托得天独厚的海乡优势，不断挖掘山海资源，丰

富产业结构。在大力发展养殖业的同时，坚持

“洗脚上岸、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思路，大力培育

新兴产业，以人才带动产业，以产业促进增收。

从传统渔村到“斑斓渔乡”，高泥村的华丽

转身之路，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科学性在东海之滨的鲜活印证。
高泥村荷花池内栈道上的古风表演。

高泥村军港遗址公园。

军港遗址公园建设前军港遗址公园建设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