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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行 看共富

食海而渔，傍海而居……从600余年前的

沈家门水寨，到“茅屋绕白沙”的小渔村，再到

如今海岛旅游的新地标，普陀区的发展，每一

步都离不开产业支撑，每一个脚印都深深烙下

了文化的痕迹。

“80年前，东极渔民冒着生命危险，开展了

一场海上大营救……”8月的午后，东极历史文

化博物馆二楼“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纪念馆

里，来自东极镇文旅办公室的青年讲解员李辉

正生动地讲述着曾发生在这方土地上的故

事。在展馆内，带着历史痕迹

的许多小物件一一呈现于

眼前，让人真切感受到老

一辈渔民的善良与勇

敢。

近年来，普陀

区 出 台 激 励 政

策 ，发 展 影 视

产业，强化文

旅融合，推进

文 化 富 民 ，给

乡村发展注入了

源源不断的“新鲜

血液”。乡村文化节、

村歌大赛、村艺展演、

村BA篮球赛等节庆赛事

与文化服务活动层出不穷，

一座座乡村博物馆、艺术工作

室、佛茶文化馆等乡村文化阵地拔地而起。

放眼普陀区，以文化融入产业、以产业振

兴乡村、以乡村传承文化的村庄比比皆是，持

续点燃着海岛振兴的新引擎。在塘头村，今年

以来，已经举办了包括“龙年游园会”、“非遗”

走书、盘扣制作等内容的29场文化惠民活动；

在蚂蚁岛村，通过校地合作，建立了蚂蚁岛精

神研究院与研究中心，红色研学课程日渐丰

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体验红色文化

的魅力……

至今，普陀区已成功培育3个全国海洋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3个浙江省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1个省级文创街区、5家浙江省成长型文化

企业，“蚂蚁岛人民公社旧址保护利用”入选全

国文化遗产旅游百强案例。

普陀区拥有743.5个大小岛屿，其中有人居

住的岛屿有 45.5 个。如何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这些海岛，成了当地振兴海岛的关键。

2022年6月，舟山市启动实施“小岛你好”海

岛共富行动，通过“一岛一品、一岛一策”差异化

发展路径，激发海岛发展内生动力。首批确定

的12个“小岛你好”建设岛屿中，普陀区占五席。

眼下，普陀葫芦岛、蚂蚁岛、白沙岛、庙子湖

岛、东福山岛这5座首批“小岛你好”建设岛屿，

呈现出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全新面貌。

距离普陀山1.4公里的葫芦岛，以

“咫尺佛光、福禄禅乡”为发展方向，

先后投资 6100 余万元，基础设施

提升、洋房民宿改造、环岛游步

道建设等项目一一落地，让这

座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的小

岛，在青山蓝海间绽放光

彩。

与金庸笔下桃花

岛相邻的蚂蚁岛，聚

焦擦亮“红色文旅”金名

片，在加速推进项目建设

的同时，不断放大“虾皮共

富”效应，打造“海岛下酒菜”

品牌，提升水产品附加值，拉长

“一条鱼”的产业链、价值链。“现

在的蚂蚁岛是全国人民的蚂蚁岛，

来打卡研学的游客络绎不绝，也让我

家民宿和虾皮厂的生意越来越红火！”蚂蚁岛村

民老包热情地向记者介绍着。

而如今被称为“海钓天堂”的白沙岛，则着

力塑造海上运动新IP，全方位推动海钓运动与

海岛旅游深度融合。在白沙岛经营了十多年民

宿的洪海舟，对小岛的变化深有感触。“过去许

多游客留不住，即便留宿也会觉得无聊。而现

在，游客在岛上可以乘游艇出海观光、捕鱼、垂

钓，还能体验到许多水上运动项目。”洪海舟说。

……

为进一步增强海岛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普

陀区将政策、资源、人才、服务等由城区辐射至

各小岛乡村，全力推进乡村共富联合体、人才

成长共同体、产业升级协同体建设。如今的普

陀区，已从优化“每株盆景”到形成“连片风

景”。首批入选“小岛你好”建设的5个岛屿所涉

及的4个村，2023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781.42

万元。

特色发展“新矩阵”

绿树成荫的村道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咖啡

摊位一字排开，游客摩肩接踵……前不久，第

三届舟山乡村咖啡生活周在普陀区展茅乡创

基地举行。

“我真没想到，在舟山，海岛乡村竟然有如

此大的吸引力！”对于举办咖啡节的4天里，便

迎来4万多名游客，“55公路”咖啡生活馆主理

人谢俊伍发出由衷的感叹。

谢俊伍是位来自湖南的苗族小伙，2022年

10月，在机缘巧合下，他带着“热爱生活，分享

快乐”的初衷，将自己的咖啡馆落户于展茅乡

创基地，一年多来，他已拥有千余名老顾客。

这背后，离不开普陀区打造“没有围墙的

海岛创业园”的各项政策扶持。以展茅街道为

例，当地通过开展乡村专业化运营，建立了“公

司+村集体+农户+经营户”的利益共享机制，

并迭代升级了“免租、分成、成本平衡”的联合

经营政策。

同样被乡创基地“政策无差异 创业有力

度”的招引准则吸引来的，还有“90后”农创客

夏子喻。2022年底，已在线上积累起一定粉丝

量的她，看中展茅乡创基地的政策优势，在该

基地创立兔子集市全国农产品线下店，开启线

上线下整体运营模式。夏子喻告诉记者，如

今，她的公司已累计销售各类农产品超2000万

元，带动就业200余人次。

“我们先后盘活闲置农房60余套，招引了

下江腩火锅、上山集合咖啡、里院小酒馆等50

多家乡村特色业态。”展茅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李林告诉记者，2023年，该街道的乡创基地整

体营收超1500万元。

普陀区打造的“没有围墙的海岛创业园”

经过两年多实践，已先后建成乡创基地5个，集

聚新业态 180 余家。五大乡创基地自成立以

来，已累计实现旅游收入近10亿元，带动农村

闲散劳动力就业1800余人。2023年，各乡创基

地所在村的村集体经济涨幅更是超过30%。

不仅如此，普陀区还搭建“全生命周期”乡

创服务，打造“三心”服务示范驿站，组建海岛

创业服务团队，形成“一网通办+线下服务+专

区服务+专员服务”的全链条创业服务矩阵。

同时，建立创业人才库、项目库，持续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精准转化创业成果，有序引导大学

毕业生下乡兴乡富乡。

海岛共富“新生态”

产村融合“新乐章”

“浙”里海岛超“有料”
——舟山普陀激活海岛村全面振兴新引擎

□本报记者 杨怡 丁佳味 文/摄

一座座农家院落焕发新颜，一处处美丽乡村串点成线、一个个富民产业从无到有、一张张笑脸幸福洋溢……走进舟山市普陀区的海岛乡村，美丽宜居、和

谐美好的乡村新画卷展现在眼前。

近年来，普陀区持续深化“千万工程”，充分挖掘海岛海洋资源，以实施“小岛你好”共富海岛行动、创新打造“没有围墙的海岛创业园”等为抓手，绘就独具

山海特色的“富春山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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