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是打破城乡壁垒的重要手段，也是强村

富民的一条好路子。

在嵊泗，渔农村“三权分置”为美丽海岛建设

增添了一抹亮色。枸杞乡积极探索“国资+集体+

农户”模式，统筹村集体资源要素，创新引进社会

资本，不断发挥政策效力，激活海岛活力。记者了

解到，该乡干斜村通过强化基础保障、开展多种经

营、带民增收致富，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从2021年

的15.07万元跃升至2022的56.8万元。

在试点基础上，嵊泗县将改革逐步在全县推

开。花鸟乡设立闲置农房租赁平台，对区域内所有

具备利用价值的闲置农房，按照市场价格统一租

赁、收储和管理，投资者通过租

赁平台，自由挑选房屋成为

“房客”，村民利用自家闲置

农房当起“房东”，实现资

源要素的双向流动。目

前，该平台共收储200

多套农房，已发展

民宿 68 家、餐饮

26家、海鲜干货经

营店 3 家、零售店 5

家、旅拍工作室1家。

改革激活了乡村活

力，让更多百姓分享到了

发展红利。“家人们，欢迎来

到‘鱼虾满仓’直播间。今天

给大家带来的是深海大黄鱼、梭

子蟹、泥螺等海鲜……”五龙乡一家民宿店老板傅

一琪正在直播镜头前忙碌。如今，越来越多的民

宿经营者开启了直播带货，有效解决了相关从业

者闲暇时间收入不稳定的问题。

如今，美丽经济已然成为嵊泗县深化“千万工

程”、积极探索乡村集成改革的美好成果。王国平

告诉记者，目前，嵊泗县90%以上闲置农房开发盘

活后用于发展渔农家民宿，通过深化“民宿+”文

章，积极开发“民宿+休闲咖吧”“民宿+海鲜美食”

“民宿+健康运动”等多元业态，延伸民宿产业链，

构建起集风景、风味、风情于一体的乡村休闲产业

链。2022年，全县盘活闲置农房800套，面积超16

万平方米，实现渔农村经营性收入5204.08万元，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户均达20万元以上，城乡居

民收入倍差由1.48:1缩小至1.45:1。

现在的嵊泗，改革和融合恰似一对“孪生姐

妹”。“我们依托独特海岛村庄资源，通过改革和融

合发展，不断把生态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释放出

多业并举、多元融合的发展新动能。”嵊泗县副县

长张树旗说。

融合：转化改革红利 激活美丽经济筑巢：完善基础设施 改善营商环境

驱车行驶在嵊泗县枸杞岛的北岸公路上，满眼

皆是大海与青山，时而看到几处观景平台，不少游客

正驻足拍照。更多的是一艘艘等待下海的渔船，当

地人称之为“旱坞长城”，间杂着放有各类渔需物资

的“收纳魔方”，共同组成了一条美丽的景观带。

枸杞乡副乡长张协告诉记者，这是该乡斥资

2000万元，创新实施“一格一笼一船墩”制度的成果，

既营造了景观，又提升了乡容与整洁度。

近年来，枸杞乡锚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短板，

有效整合海洋生态、产业特色、人文历史等资源，全

力推进村庄环境整治、海岛供水系统改造等项目，推

动全岛风貌迭代蜕变。

枸杞乡的做法，是嵊泗县提升海岛基础设施的一

个缩影。该县五龙乡将“突击性整治”与“常态化管

理”相结合，通过全民清洁日和创城攻坚战、净山行动

等专项活动对各村环境卫生死角进行清理，使乡村人

居环境实现了从局部美到全域美、从外在美到内涵

美、从一时美到持久美的“蝶变”；菜园镇建立有效的

环境卫生管理长效机制，开展垃圾分类、房前屋后卫

生、农田整治成效等评比，全镇9个渔农村6个创建成

省市级精品村，“邻海而居，近绿休闲”成为当地百姓

和外来游客的生活时尚；黄龙乡因地制宜改善全域景

观，精益求精，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同时盘活利用闲置

资源，将集体厂房改造成养老服务中心及综合活动场

所，使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

嵊泗众多海岛都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近年

来，该县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升、闲置资

源盘活等方式，不断提升海岛乡村风貌，营造良好营

商环境。“筑好巢才能吸引凤凰前来栖息。”嵊泗县农

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彭红坤表示，县里致力于“内外兼

修”，将自然环境、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等一体化提

升，奋力打造海岛“全域美”新局面。

2020年以来，嵊泗县连续3年获评全省深化“千

万工程”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工作考核优胜县，建成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18个，

率先实现新时代美丽乡村全覆盖。尤其在2022年，

该县还获得了全国清洁村庄先进县、全省新时代美

丽乡村示范县等荣誉。

引凤：引得八方来客 创新乡村业态

窗外即海景，门口是沙滩。2017年，返乡创业

的五龙乡会城村村民张宇哲将自家农宅重建成民

宿，当年创收30万元。此后，他扩大经营规模，增

加餐饮服务，又盘活周边两幢农房，雇用多位村

民。“家乡环境一天比一天好，不仅仅是居住环境，

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营商环境。”张宇哲说，家

乡成为了旅游热门景点，是他回乡创办民宿的一

大动力。

除了“归乡人”，还有“新乡人”。3年前，邓文

强从广西一路辗转来到枸杞乡，开启了他的创业

之路。在此期间，他先后创办了一家酒吧、一家烤

鸡店和一家超市，生意越做越红火，枸杞也成为了

他的第二故乡。“这几年，岛上的基础设施变化

很大，风貌也越变越好，希望能在这里一步

步实现人生的小目标。”邓文强说。

筑巢方能引凤。除了吸引回乡创

业青年和外地商户，嵊泗也获得了更

多资源的青睐。今年以来，来自杭

州的8家学校与嵊泗当地教育部

门和各学段学校签订了“一对

一”教育帮扶合作协议，将在管理

机制、教师队伍、教学活动、学生发

展、资源共享等多方面展开帮扶；在

医疗上，5 家省属医疗卫生单位，与嵊

泗县人民政府签订组团式帮扶合作框架

协议，计划通过“一院帮一科”的帮带方式，

推动嵊泗海岛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实现质的提

升。

靠海吃海是海岛百姓的生活方式，只不过，现

在跟过去相比，“吃”的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以

前只是捕海里的鱼，现在则从海岛独特的风景和

魅力中获利。

近年来，嵊泗县有序推进大小洋山综合型临

港产业岛、泗礁微城旅居岛、嵊山渔旅休闲岛、枸

杞贻贝产业岛、黄龙石文化体验岛等建设，提质海

洋旅游，深化定制游、跳岛游、研学游等模式，推动

高端民宿聚落建设，带动全县民宿产业发展。全

县主题民宿占比达35%以上，成功列入全省“浙韵

千宿”试点县。2022年，该县通过统筹推进农旅休

闲度假、特色渔业观光等功能业态，积极打造“嵊

泗海钓”品牌，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41亿元。

嵊泗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国平表示，这些

年，嵊泗不断深化提升城乡承载能力，完善医疗、

教育、休闲等公共服务设施，努力把海岛乡村打

造成宜居宜业、生态休闲、农民富裕的新时代和

美乡村。“现在海岛乡村的人气旺盛、业态多元，

希望成为更多年轻人、新嵊泗人的创业热土。”王

国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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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与乡，双向奔赴促融合
——海岛地区推进乡村振兴的嵊泗实践

□本报记者 唐豪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蓝天碧水在一抹金色渲染之下，将嵊泗县五龙乡田岙村披上了一层金色外

衣，渔老大邵勇早早地来到自家渔船上收拾起来，迎接新一批游客的到来。

几乎同时，在嵊泗最东边——枸杞乡龙泉村的“沫云山舍”民宿经营者汤明明，每天都会在这个时候

面朝着大海发会儿呆，再开启新一天的忙碌。“‘沫云山舍’每一间房推开窗户就能看到蔚蓝色的大海，清

晨都有一份独有的蓝色浪漫。”汤明明说。

……

这样一幅幅生动、和谐、美丽的画面，是嵊泗持续推进“千万工程”最好的诠释。近年来，嵊泗以“离

岛·微城·慢生活”为总基调，依托独特海洋海岛资源，厚植绿色发展理念，以和美乡村建设为抓手，先筑

巢、后引凤，以融合的方式书写了“千万工程”的海岛新篇章。 青沙村青沙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