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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12乡村治理

椒江梅花湾村椒江梅花湾村：：
红色渔村的小康之路红色渔村的小康之路

环境整治，“治”成省级卫生村

“我前两天刚带孩子去了大陈岛，风景真的很

美。”

“大陈岛的夕阳真的美，我拍照发了朋友圈，

大家都问我这是哪里。”

……

这个暑假，大陈岛迎来大批游客，他们或是前

来培训学习，或是带孩子来感受红色旅游，或是带

家人来放松身心，感受慢时光……而岛上的民宿、

餐饮大部分集中在梅花湾村。傍晚，梅花湾三角

街区游人如织，拍夕阳、赏夜景、吃海鲜。

梅花湾村位于下大陈岛集镇区，是一个海岛

渔村，由原卫星村和大沙头村合并而成，因周边港

湾形似梅花而得名。近年来，梅花湾村积极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实施乡村振

兴，充分发挥集镇中心区位优势，全力发展旅游服

务业。

“游客上岛首先看到的就是这片港湾，我们要

让这‘第一眼’就吸引住游客。”大陈镇梅花湾村党

支部书记陶钺说。

要留游客，景美是首选。梅花湾村努力挖掘

海岛禀赋，让绿色成为全面小康的最美底色。深

化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攻

坚战。启动垃圾分类，实现厨余垃圾百分百制肥；

打造创意小品，目前已创作10处美丽庭院、5处景

观墙、400多米的堤坝花箱、100多幅团箕创意画，

220个酒缸创意花缸，垃圾变废为宝。新建改建景

观厕所2座，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截污纳管，入网污

水排放达一级标准；淘汰汽油车，引进新能源汽车

等。

如今，走在梅花湾村，随处可见绘着海岛鱼类

彩绘的废弃轮胎、瓦罐内种着绿植，成为独特的风

景和网红打卡地。经过修缮的石头屋，也让梅花

湾村既美观又保留了石厝民居的特色，极具海岛

魅力。梅花湾村还被评为省级卫生村。

这几个月是大陈岛的旅游旺季，大陈岛名

弘宾馆的小老板陶晨波每天忙得团团转。陶

晨波是土生土长的梅花湾村人。他今年在深

水网箱养了2万条黄鱼，还养了海鲈鱼、海鲫

鱼等“杂鱼”。

“今天一大早我就起来去海上喂黄鱼，观

察他们的长势。现在天气热，鱼容易生病，我

不放心交给工人。喂完鱼，发现宾馆的冰柜坏

了赶紧叫人来修，中午还要在厨房帮助挑海

鲜、杀鱼，下午还要再喂一次黄鱼……”看到陶

晨波时，他正忙完中午一拨。

虽然忙碌，但陶晨波的收益也不错，宾馆

经营加上养鱼的收入，年入几十万元还是有

的。他对大陈岛的发展也很看好：“黄鱼是大

陈岛的金名片，难养，但最重要的是好吃，我

杭州的朋友都特意叫我寄大陈黄鱼过去。”俗

话说，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陶晨波也

深谙其中的道理，近来，他除了养黄鱼，还养

“杂鱼”提供给岛上的饭店，旺季时都供不应

求。现在，他又跟几个朋友商量着做海鲜深

加工，这样既能拓展销售渠道，又可以减少风

险。

除了名弘宾馆这样的老牌餐饮，晚上，海

鲜排档沿着梅花湾一溜延伸，螃蟹、虾蛄、辣

螺……各色海鲜应有尽有，吹着海风、吃着海

鲜、喝着啤酒，聊聊天，让游客乐不思蜀。

海岛旅游业的发展，实现产业转变、渔民

转业、乡村转型，使梅花湾村成功摘掉经济薄

弱村的帽子。2019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6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395元，是15

年前的近10倍，成为椒江决胜高水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生动缩影。

梅花湾村户籍人口有915人，但真正生活

在岛上的本地村民却只有200多人。受限于

耕地面积，无法靠土地壮大村集体经济。

梅花湾村“两委”对症下药，走出了一条具

有当地特色的道路——利用区位优势，配合海

岛开发建设需要，用民生工程项目增加集体收

入。

大陈岛是全国独有的海岛垦荒圣地，先后

有4个国家级教育基地和10个省、市级教育基

地落户，全国各地5.5万余名党员、团员、少先

队员上岛追寻垦荒足迹、接受红色洗礼，获评

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梅花湾村就利用这个“红色”优势，厚植垦

荒基因，做深红色底蕴。2017年，梅花湾村将

位置优越的村部活动室改建为党群服务中心，

成为全镇党建示范带中心。2018年，村内青

少年宫、友谊俱乐部改造升级，高标建设青垦

纪念馆、青垦梯田、海岛电影院，打造青垦文化

旧址公园，在重走垦荒路中重拾青垦记忆、重

塑精神高地。

依托民生工程，壮大集体经济。搬迁村

部，改建大陈岛省级地质公园陈列馆；关停船

厂，打造酒吧一条街；平整土地，建设景观停车

场；修葺菜场，升级海鲜大卖场。这些项目不

仅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而且盘活了闲置石

屋，带动村民增收。如今的梅花湾三角街区，

宾馆、民宿、饭店、排档、超市林立，大部分都是

大陈岛本地人开设。“5年前，梅花湾村6000元

一年的房子没人租，现在已经涨到了4万元一

年。”陶钺说。

针对岛上老人居多的实际，梅花湾村深

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成立村级“渔小二”代

办队伍，年均代办养老保险、高龄补贴等便民

事项近800件，实现岛民办事不出岛、海上办

事不上岛、陆上办事不回岛的便民目标，成为

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鲜活样板。推进居家

养老，建成投用敬老院，实现老垦荒队员、80

周岁以上老人、低保户等留守老人免费就

餐。岛民坐上了免费公交，上岸渔民参照被

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实现应保尽保。还

成立垦荒志愿服务分队，党员干部结对帮扶

困难群众，关爱留守老人。

如今的梅花湾村，环岛公路全线贯通，供

水、供电、供气全覆盖，村民喝上了放心水，用

上了长明电，还享受到全省首个海岛医院5G

数字诊疗项目，不出家门就能挂上上海专家

号。

“今年10月大陈岛梅花湾海岸亲水栈道

就能完工，年底，大陈岛最好的别墅——村集

体民宿将建成营业，游人又将再添两个好去

处，梅花湾村发展也将再添助力。”陶钺说。

王卫君/文 栾旖旎/摄

在这里，清晨可以看日出、买海鲜，白天逛景点、拍美景、听

垦荒故事，晚上则坐在海边吃海鲜、赏海岛风情。在这里，美景

吸引人，故事留人心，岛民生活安逸小康。这里是台州市椒江区

大陈岛梅花湾村。

大陈岛是椒江旅游业的一张金名片，梅花湾村则是大陈的

“窗口”。透过“窗口”，我们看到这个海岛乡村通过治理走上了

小康之路。

产业转型，“转”出海岛小康村

“红色”基因，“红”了百姓好生活

灯塔远景灯塔远景

村民晾晒的鱼干村民晾晒的鱼干

梅花湾三角街区街景梅花湾三角街区街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