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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填海造地取沙建房到修复沙滩经营海洋文化

洞头东岙村：一片沙滩两重天

□本报记者 李曜清

8月的东岙村，虽然骄阳似火，但绵延

成片的沙滩，蔚蓝清澈的海水，仍吸引了

不少游人到这个位于温州洞头东南部的

“网红村”打卡。谁都想不到，就在几年

前，因为受填海造地、取沙建房等影响，这

里的沙滩曾被严重破坏，小渔村一度日渐

破败。

东岙村的转变始于前几年村里以恢复

海岛渔村风貌为中心，积极落实国家级蓝

色海湾、省级历史文化村落和花园村庄三

大项目建设，全面推进沙滩修复等工程，持

续改善和提升了农村人居环境和群众生活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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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一修复 石屋变“银屋”

东傍大沙岙、仙叠岩景区，南望神州海上第

一屏——半屏山，西临国家一级渔港——洞头

中心渔港……东岙村的地理优势和资源禀赋在

洞头独树一帜。

与此同时，这里还保存着一定规模的“虎皮

房”和海岛古巷，是“中国七夕文化之乡”。每年

“七夕”节，不少恋爱中的男女都会结对来这里

寻觅流传千年的牛郎织女身影。

岙口的那片沙滩，是东岙村最大的魅力所

在。2017年，东岙沙滩修复被列入洞头蓝色

海湾整治重点项目之一。东岙村抓住这一有

利时机，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改善村容村貌。

通过石块清理、排水管入地、沙滩修复等施工，

昔日饱受台风、风暴潮等灾害侵蚀，以及非法

挖沙、采砂等人为侵占的东岙沙滩逐渐恢复了

原貌。

与此同时，村里还完成56栋160间房屋外

立面改造，并按照景区化标准，新建了游客服务

中心、海洋生态展示馆、幸福广场、生态停车场、

花园公厕等旅游配套设施14处，村庄面貌焕然

一新。

“2017年东岙沙滩修复之后，村里的房价

涨了10倍。”今年61岁的林振平，在东岙村当了

37年村支书，东岙村几十年来的点滴变化，都在

他心中。

东岙村村主任洪求伟介绍说，为打造特

色景观，村里统一以白色为主色调、辅以深色

木料装饰，房屋立面改造力求与渔村的现有

色调协调。不少渔民家里，还会在屋前屋后

摆上一盆盆花草，或在墙上装饰贝壳、海螺，

或是在墙根放几根古船断木，别有一番渔村

风景。

环境改善了，生态变美了，换来了黄沙变

“黄金”、石屋变“银屋”的蝶变。东岙村先后被

评为国家3A级景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浙江

省百强魅力乡村。沙滩修复完成后，持续带动

了村里民宿、餐饮等文旅产业的发展，大大提升

了洞头的旅游格局。

一产转三产 发展路更宽

扮靓村庄之后，东岙村村民开始在产业兴

旺上动起了脑筋。而家乡的变美变靓，也带动

了不少在外青年回乡创业。2016年以来，东岙

村累计有近50名青年返乡创业，100余名渔农

民实现转产就业。

“一产转三产，是我们村最大的改变。”

洪求伟表示，村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已

从之前的 4000 多元增长到现在的 2.3 万多

元。

东岙村人口较多、土地资源有限，村“两委”

因地制宜提出了打造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子。村

里依托“中国七夕文化之乡”这张“金名片”，常

态化举办“七夕”民俗风情节。2019年，民族风

情节线上直播观看人数超200万。承办铁人三

项世界杯、“一带一路”国家间群众体育交流赛、

中印千人瑜伽盛会等一批国家级重大活动，受

到国内外广泛关注。

在业态培育上，东岙村瞄准了旅游度假、时

尚运动、健康养生三大方向，先后推出渔村摄影

游等12条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旅游线路和大众

海钓等30余种运动休闲产品，并通过打造藤壶

古巷、七彩网红巷、七夕情诗巷等特色古街巷，

布局“吃住行游购娱”业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滨海文创步行街区。通过沙滩整体出租、农房

入股经营等形式，给村集体经济带来了源源不

断的稳定收入。

文旅巧融合 致富添“活泉”

洞头的“七夕”文化源远流长。2017年，中

国作协诗歌委员会授予洞头“中国诗歌之岛”

称号。“七夕+诗歌”，是东岙村农旅产业的最大

亮点。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人一提到东岙，就会联

想到爱情、相遇、相识、山盟海誓、情定终身。”东

岙村所在的东屏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

东岙村连续举办了十多届“七夕”节活动。

每年节庆期间，村里都会迎来上万名游客，来体

验扎七星亭、拜七星娘娘、成人礼、七夕福

宴……

如今，走在东岙村的古巷中，巷子两边排布

着不少独具特色的文艺小店，东岙村和东屏街

道给予入驻业主每年一定的营业补助，力求让

古渔村呈现出多元的方面。目前，村里正在逐

渐形成“吃住行游购娱”完整的旅游产业链，渔

家餐饮近20家，特色民宿80多家、床位600多

个。

为打响民宿品牌，东岙村“两委”牵头成立

了民宿联盟，由党员干部、民宿带头人担任联

盟负责人，负责民宿的资源分配、品质管理、日

常服务等。民宿联盟还牵头与旅行社开展战

略合作，常态化开展民宿管家培训，不断提升

民宿品质，有效规避无序竞争、资源松散等问

题。

眼下，该村正紧紧把握“文旅融合”发展主

题，开发民宿、沙滩音乐节、文创体验等10余种

旅游新产品。同时，通过民宿联盟的不断推广

和营销，东岙村游客数量大幅增长。2019年，

该村村级年度总收入达到1.3亿元，全年接待游

客38万人次，旅游综合年收入达5000万元。

每到节假日，常常出现“一房难求”的情况。每

户民宿年均创收可达20万元以上，成为当地村

民增收致富的一口“活泉”。

整治后的东岙村沙滩游人如织整治后的东岙村沙滩游人如织。。

整治前的东岙村沙滩无人问津整治前的东岙村沙滩无人问津。。

东岙村举办东岙村举办““七夕七夕””系列旅游推广活动系列旅游推广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