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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怡

面朝大海，有时未必是春暖花开。随着

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不少农房闲置、土地荒

芜，一些村子甚至变成了现实版的“绿野仙

踪”。如何盘活渔农村闲置农房，成为海岛舟

山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道必考题。

近年来，舟山市直面这道必考题，积极开

展渔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及闲置农房盘活

工作，因地制宜、因村施策，着力打通“两山”转

化通道，通过“国资+”“集体+”“社会资本+”

“农创客+”等多元投入模式，初步探索出了一

条渔农村闲置资源盘活利用的新路子。截至

目前，该市已有1500套左右闲置农房被改造

用于发展渔农家民宿、餐馆、商店、茶座等。

日前，记者走进海岛，实地探访当地用

“小”农房撬动“大”资源的做法经验。

时代感召，青年回乡筑“金窝”

“清鱼静舍”是嵊泗县五龙乡会城村的第

一家民宿，业主张宇哲是村里“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

3年前，张宇哲利用自家老宅，建起了这

家渔家特色民宿。“这里以前是爷爷奶奶住的

两层楼房，改成民宿后生意很好。”他告诉记

者，因为民宿地处靠海楼群的中心位置，装修

风格又融入了海岛特色，开业第一年就盈利

30多万元。他们走的是“民宿+海鲜”路线，

旅游淡季时候，会制作一些海鲜干货，在网络

平台出售。住过的游客也常会来电话求购。

“这个民宿现在是我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2018年，舟山市开始探索渔农村宅基地

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工作，并

在岱山、嵊泗进行宅基地改革及闲置农房盘

活利用试点。

在嵊泗县菜园镇基湖村，记者走进“家外

家·几静”民宿访问。这是一家省级“金宿”，纯

白色的3层小洋楼，在艳阳下显得随性自然。

民宿除了客房，还有咖啡厅和小泳池。庭院

里，一方凉亭坐落在树下，显得文艺且精致。

“这里原是一幢废弃楼，建于上世纪80年

代。我租过来后把它改建利用，没想到变成

了网红民宿。”30多岁的民宿老板郭一萍告诉

记者。她是土生土长的嵊泗人，过去在宁波

做幼教，离家远工资少，父母也常念叨希望她

回家。“当听到这栋小楼要出租的消息后，我

立刻决定回乡创业。”郭一萍笑着说。

随着“三权分置”政策的不断推广，以及

“清鱼静舍”“家外家·几静”等一批民宿的成

功，舟山许多外出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开民

宿、办农家乐，为老龄化严重的渔农村回注了

新鲜血液。据统计，目前嵊泗县乡村开民宿

的，30岁上下年轻人占比达17%以上，“宿二

代+宿一代”的经营模式，正逐步成为当地民

宿产业提质发展的主流。

创新利用，盘活激发新动能

坐落于定海区马岙街道马岙社区林家巷

的“欢庭·未见海”，是舟山市闲置农房集中盘

活利用的示范项目，由浙江联众集团租赁该村

的闲置老宅院，并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而来。

“这些房子大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

造的。在我们进驻前，村里已做了简单的修

缮。我们接手后，通过整体改造和内饰布置

等，打造成了现在的样子。”浙江联众集团项

目负责人黄云进告诉记者，为了让民宿既舒

适美观，又不失古朴韵味，他们修旧如旧，最

大程度地保留了农房的原貌，两期工程共投

入建设资金约500万元。

“闲置农房出租后，为村民增加了不少收

入，引来了许多游客，也激发了村民发展乡村

旅游业的热情。”马岙村党支部副书记林凯华

说，目前村里已盘活了13处闲置农房，不仅给

这些旧房老宅注入了新生机，也为村庄的旅

游产业增添了新动能。

像“欢庭·未见海”这样“大变身”的，在舟

山还有不少。

岱山县岱东镇涂口村的“繁花里”生态农

庄，就是从“白天静悄悄，晚上黑漆漆”的空心

化村庄改造而来。镇里按照“文旅入村、资源

入市、土地入股、产品入网”发展思路，创新采

用“集体经济+企业”的融资模式，盘活渔农村

闲置资源，投资3000万元建成的生态农庄，

自去年夏天开业以来，一直门庭若市。

嵊泗县黄龙乡峙岙村的黄龙船模工作

室，是到黄龙游玩的客人们必去的打卡点。

工作室内，陈列着诸多村民制作的船模，展示

各式渔船的制造技艺，展现黄龙人入海捕捞

的职业分工。

这里原是一家鱼货行，单层石木混合结

构，占地面积约80平方米，多年前曾是黄龙岛

渔民聚集的热闹之地。“虽建筑形态完整，但

外立面有些剥腐，不仅影响村容村貌，也存在

着安全隐患。”峙岙村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乡

政府和村集体结合本地特色谋划设计，最终

将其改造为船模工作室，兼具文化展示传承

与旅游观光体验的功能。

一招活棋，一举多得。黄龙船模工作室，在

旅游旺季是供游客观光休闲的场所；平时，是当

地村民举办各种活动、保护非遗文化的场所。

一岛一策，整体开发兴乡村

嵊泗县的花鸟岛，有东方“圣托里尼”之

称。这个美丽如画的小岛，一度成了交通

不便、产业薄弱、人口大量外流的“空心

岛”。近年来，花鸟岛通过盘活闲置农房，

做精民宿产业，走出了一条海岛特色的乡

村振兴路子。

2018年4月，由嵊泗县旅投公司引进上

海漫居投资公司，联手组建花鸟微度假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统一对岛上闲置农房进行租

赁、签约和后续运营。公司协助花鸟乡制定

了乡域旅游发展规划，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整

岛环境，统筹旅游资源。

“我们还设立了闲置农房租赁平台，对岛

内所有具有利用价值的闲置农房，按合理的

市价进行租赁、收储和管理。”该公司常务副

总姜明告诉记者，投资者可通过租赁平台，自

由挑选房屋成为“房客”，村民当起“房东”，实

现了资源要素的双向对接流动。

（下转第2版）

推开窗户，就是一片蓝海
——舟山多元投入盘活闲置农房见闻

□本报记者 李松

以墩头台为中心的十字街，两边分布

着12处风格独特的古建筑群，青石板小道

伴着小桥流水……走进天台县平桥镇张思

村，一幅江南古村的别致画卷扑面而来，让

很多人第一眼就爱上了这里。

“这众多的古民居、古祠堂等，是我们

村最珍贵的宝藏。”村民陈最强告诉记者，

但10多年前，这些“宝藏”差一点毁于一

旦。

原来，当时一些村民想趁着新农村建

设的机会，拆掉这些日渐破败的老建筑，造

新房子来改善居住条件。开会表决的时

候，唯有村支书和另一个村干部坚决反对，

一番曲折后，房子才终于被保了下来。

老宅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保

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张思村在实践

中不断加深这样的认识。这些年来，该村

统筹推进乡土文物文化保护利用和新农村

建设，成效卓著，先后被评为国家美丽宜居

示范村、国家级和省级3A级景区等，被列

为全国第二批传统村落、省首批历史文化

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等。

“我们美丽乡村建设的路子走对了。”

陈最强说。过去，张思村以种植水稻和蔬

菜为主，产业结构单一，村民增收渠道比较

少。2013年开始，该村向文化旅游产业转

型后，面貌焕然一新：将老房子收归村集

体，统一进行修缮；先后完成7幢古民居、

2.5公里长的霞客古道等的修复，打造了熏

风亭、霞客亭2处村内休闲长廊，建设了张

思休闲特色文化长廊和白湖文化长廊；引

进摄影、美术、书法、扎染等8个项目，丰富

了发展业态；村里先后开办农家乐（民宿）

18家，可一次性接待260多人住宿、1200

人就餐。去年，村里接待游客达60万人

次。

“村里整合闲置、抛荒的土地，流转给

农业主体开展多种经营，生产的水蜜桃、茭

白、青椒、葡萄等绿色农产品，销路很好。”

陈最强说，村里还推出了采摘游、农田认领

等农旅项目，很受外来游客欢迎。短短6

年时间，村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从1.6万元

迅速攀升到去年的4.1万元。

眼下，张思村正在努力打造非遗特色

旅游村。“到时候，村庄就会更美好更热闹

了。”陈最强憧憬说。

老乡说小康②

走向我们的 小康生活小康生活

古村“转身”现芳华
——天台张思村村民陈最强点赞家乡美

利用闲

置农房开发

的“欢庭·未

见海”民宿，

生意兴隆。

图为游客在

民 宿 外 留

影。

黄云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