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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力推进蓝湾工程，近年来，霓屿街道立足温

州城市东拓战略，以农业为特色，农旅交融，实现区域间

的功能互补和差异发展。

“农业+教育”“农业+康养”“农业+观光”，因农而

生、与农相融，通过多元化行动，霓屿街道农旅产业得到

长足发展。同时，精灵海岸、省道S211、大陆引供水第二

通道、生态绿道、岸线沙滩修复等项目的建设，也在很大

程度上助推了农旅融合走向纵深。

目前，霓屿街道已重点打造了田园综合体、霓屿紫

菜现代产业园、洞头冷链中心、智慧农业平台、农旅产业

联盟等，并根据街道地势走向、产业布局、镇域发展特点

和村庄风貌特色，形成了海岛庄园服务核、海上牧场新

田园、活力运动休闲带、农旅融合休闲片、南侧生态村社

展示片和东侧蓝色康养度假片的“一核一环一带三片”

布局体系。

洞头是有名的“中国紫菜之乡”。过去，紫菜养殖是

霓屿街道许多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这里是瓯江和东海

交汇处，现在大堤两侧实现了江水和海水的交汇，水里养

分更丰富了，这几年，紫菜长势非常好。”霓屿街道下社村

村民、当地紫菜养殖户陈时福说，破堤通海以来，随着海

水交换增多，两侧海域盐度逐渐平衡，海洋生态持续向

好，村里养殖户也陆续回到大堤北片养殖紫菜。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霓屿、了解紫菜，当地已连续举

办了三届紫菜文化旅游节。通过推广，质嫩味美的霓屿

紫菜，正逐渐成为霓屿百姓的“致富菜”“富民菜”。

江维海

长兴县泗安镇玉泉村观音庙自然

村村民王建近日通过“一起来”App 预

约到村健身房锻炼，与其他 10 余位村

民一样，每天按时来百姓健身房打卡健

身。

去年以来，玉泉村为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结合“品质新村”建设，将近 300

平方米的闲置平房进行装修改造，建起

200平方米的百姓健身房和100平方米

的妇女儿童驿站。健身房内配有跑步

机、动感单车、哑铃、多功能综合训练

器、移动仰卧板等10余项健身器材，为

村民提供了健身好去处。村民施锦顺

说：“原来村里只有户外的健身设施，现

在刮风下雨也不用担心没地方健身

了。”

自从村里有了这些健身器材后，村

民们纷纷走出家门，扭扭腰、拉拉杠、甩

甩腿，欢声笑语多了。“现在我每天傍晚

固定时间，都来健身器材上锻炼，手臂

疼痛缓解了很多。”67岁的何顺良开心

地说，健身房建设真是为群众办了一件

大实事。

玉泉村百姓健身房开业以来，迎来

了大批村民前来“打卡”，成为了当地村

民健身、活动的新去处。

目前，玉泉村建有室外健身广场、

篮球场、健康步道、百姓健身房和儿童

之家，并组建了篮球队、旗袍队和广场

舞队等特色队伍，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

业余文化生活。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胡宗富

表示：百姓健身房建设的推进，除为老

百姓提供了家门口的健身场所，也提高

了闲置资源的利用率，切实增强了群众

的获得感和满足感。下一步，将不断完

善现有健身设施，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着力打造“一刻钟健身圈”。

朱艳

萧山戴村：

“映山红”火了乡村富了村民
午夜12点，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映山红”共富工坊的配送中心内，灯火通明，蔬菜、禽蛋等农副产品堆成

小山，20多名工人正手脚麻利地筛选、分拣。凌晨4点，这些货品准时出仓，送往萧山各个学校。

这个2000多平方米的配送中心，是戴村镇今年9月份新建的。打包工人大多是当地村民，配送的农副产

品不仅来自戴村镇以及周边乡镇，还有省内山区26县。

“映山红”是戴村镇党建引领乡村共富的一个品牌。共富工坊，则是该品牌下一个以产业赋能为核心，镇、

村、企三方共建共赢的红色经济体，它不仅带火了乡村经济，也带动了农户增收。

洞头霓屿：

农旅交融描绘美丽新“蓝海”
一片红树林，万千白鹭飞。越过灵霓大堤，便是温州市洞头区霓屿街道一片整体规模超3000亩的红树林湿

地。这片湿地在成为沿海一大景观带的同时，守护着湛蓝的大海。

霓屿靠海吃海，海洋是其重要的资源禀赋。灵霓大堤破堤通海后，主动为鱼儿让道的霓屿，成为洞头“海上花

园”海岛样板的重要组成部分。

沿海造林，守卫蓝色海岸线

“别看这些红树林的植株就手掌般大小，修复滩涂

的作用却十分明显，这两年贝类越来越多，不时会有海

鸟成群结队飞过。”在洞头霓屿南岸滩涂边，霓屿街道渔

农办负责人指着脚下蔓延开去的成片红树林兴奋地

说。就在离红树林种植区不远的滩涂上，上百株野生柽

柳长势喜人。

红树林，红的是皮、绿的是叶，其树皮内富含单宁

酸，氧化后变成红色，常被称为红树植物，成片生长即为

红树林。从2016年开始，霓屿街道在霓岙村探索试种

红树林，随着第一批、第二批和第三批种植计划的完成，

一个集红树林种植、候鸟观测、生态养殖、湿地生态保护

和旅游休闲观光等于一体的霓屿红树林生态湿地公园

顺利建成，整体规模达3000余亩。

“南红北柳”是湿地生态修复重要的手段。经过多

年培育，霓屿出现了海岸带野生柽柳、芦苇、碱蓬与种植

红树林和谐共生的独特景象，成为我国唯一的“南红北

柳”生态交错区。

随着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修复，贝类、鱼、虾、蟹等海

洋生物在该区域滩涂开始繁衍，丰富了鸟类食物资源，吸

引了很多候鸟栖息。“以前海滩边都是石头泥巴，现在做

了景观带，建了停车场，变得好看多了……”霓岙村村民

柯受宾感慨着家乡的变化。

紫菜之乡，农旅交融绘蓝图

村企合作以“链”促“产”
共富工坊投用首月，就创下不菲“战绩”：农副产

品销售额近200万元，其中为山区26县就销售了30多

万元农副产品。

“开门红”并非偶然，从最初的品牌创建到现在的

共富工坊，“映山红”体系在不断拓展，内涵也在不断

丰富。

今年3月，“映山红”乡村共富党建联合体成立，最

初由戴村镇党委牵头，联合当地农业企业——杭州映

山红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佛山、大石盖等5个村

的党组织共建，通过整合各村的特色农产品，建立起

“种、购、销”一体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企业指导农

户科学种菜、增产提质，并通过自身销售渠道帮助农

户销售农产品。

联合体推动村企合作后，农户有了新盼头。映山

红公司不仅免费发放优选种苗，还运用数字化手段对

种植全过程进行管理指导。等蔬菜成熟，农户不用骑

着小三轮去集市售卖，只需打个电话，公司就会上门

验货收菜。

短短半年，映山红公司已累计帮助农户销售白

茶、笋干、应季果蔬等各类特色农产品6000多公斤，带

动村民增收186万余元。

在此基础上，戴村镇酝酿着更大的计划：想让“映

山红”从一朵两朵开到漫山遍野，辐射范围更大，惠及

农户更多。如今，戴村的“映山红”模式正逐步推广到

周边乡镇和省内山区26县。

美丽资源借“友”出“圈”
上游供应端多方合作，下游销售端借“友”出“圈”。

戴村镇一直致力于扩大“朋友圈”，利用联合体资

源优势，做大美丽经济“蛋糕”。

今年5月，戴村“映山红”与上城区望江街道“红

云”联盟跨区域共建，开启未来社区和美丽乡村的互

助互促，利用社区开放日、四点半课堂、垃圾分类积分

兑换等活动载体，积极助推农产品销售。同时，戴村

镇还与中国邮政萧山分公司共同打造“映山红”农产

品展销专线，以平台共用、渠道共建、客流共享的方式

开展深度合作。

除销售农副产品外，戴村镇还借助联合体拓展农

文旅业务。如利用佛山村红色展馆、张家弄村智慧农

创园等特色旅游资源，向共建成员单位推荐红色研

学、农事体验等文旅项目，优惠推广云山峡谷漂流、云

石滑翔伞、高空秋千等户外运动项目，不断导入客流

量，带动村民增收100余万元。

陈松 徐瑞

““共富工坊共富工坊””的工作人员在打包农副产品的工作人员在打包农副产品。。

““紫菜飘香紫菜飘香””烹饪大赛吸引了大量市民围观品尝烹饪大赛吸引了大量市民围观品尝。。

长兴玉泉村：

村民乐享
百姓健身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