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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富不是富，村村富才是富。

2022年，通过“海畲山盟”党建联建，涛

头村与周边5个村、1个社区和1家企业紧

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发展合

力。涛头村作为牵引力量，充分发挥资源

和技术优势，下设7个党员攻坚小组，与省

水生动物研究所结对合作，不断探索和实

践水产养殖品种与结构的优化。经过不懈

努力，他们成功探索出蛏子、小白虾、血蚶

与青蟹的立体混养模式，这一创新之举不

仅提高了养殖效益，还优化了生态环境，走

出了一条“高效益+优生态”的环境友好型

现代养殖之路。

涛头村自然风光独特，海产品资源丰

富，是一个集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民俗风

情于一体的乡村旅游胜地，特别是“塘中是

村，村中有塘”的独特村貌，吸引了许多游

客前来打卡。

自2019年三门县着手打造“中国海上

畲乡”这一文化旅游品牌

以来，涛头村积极响

应，采取“养殖与旅

游并重”的发展战

略，致力于弘扬

畲乡文化。

如今，漫

步涛头村，独特

的畲族风情引人

注目——岩壁、墙

体、引路牌、畲风广场

等，随处可见畲族民俗

绘画展示；村里还建起畲

族文化展馆、少数民族长廊，为游客提供深

入了解畲乡文化的平台。

涛头村不仅注重文化展现，还致力于

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在山顶打造的观景

平台，让游客能尽享四面环海、村塘

相依的壮丽景色。村里还铺设了

环村骑行道路，建设三门小海鲜

镂空石雕、水上大舞台、船形观

景平台等旅游景观，供游客

一站式体验。

近两年，涛头村还举

办了海上畬乡文化周、海

上畲乡文化旅游节等活动，

让畲族传统文化成为一项独特

的文旅体验。

在和合文化的滋养下，“两条

腿走路”的涛头村在追求兴村富民、

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越走越宽、越迈越稳。

单露娟

合作共赢 迈向共富

早春二月，

十里梅廊，梅花

吐 蕊 ，满 山 满

谷，暗香浮动。

素 有“ 青 梅 之

乡”美誉的绍兴

市柯桥区王坛

镇东村，处处散

发着梅花的香

气。最让东村

人高兴的是，今

年梅花初开，梅

子已有“主”。

东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

蔡家苗说，东村

已与农户签订

协议，今年东村

梅子有人全包

了。

东村漫山

遍野是梅树，共

有 7600 余亩，其中成片梅林 6500

亩，是国内单体连片面积最大的

梅园。每年梅花开放之时，游客

便纷纷来此踏春寻梅，休闲度

假。笔者进入东村，只见两个汽

车售货亭在村口相对“守望”，10

多个村民售货亭散落在村中各

处，许多游客乐滋滋地在此购买

东村特产。村民在摊位上兜售梅

子酒、艾饺等。“今年梅花还未全

开，游客就来了，等梅花盛开，人

气会更旺。”一位姓朱的老大娘笑

着说。

40 多年来，东村人一直守着

漫山遍野的梅树，酿造着幸福的

生活。但种梅养梅，并非易事。

“从‘养儿子，不如养梅子’到‘种

梅子变傻子’‘梅花好看，梅子难

卖’这些村民的顺口溜中，可以

看出东村人种梅养梅的辛苦。但

今年，东村梅花春色早，梅子未

结已有‘主’，村里的梅花有新特

色，也有专人运营。”蔡家苗说。

东村一直被人誉为“香雪梅

海”，原来单调的雪白色梅花，观

赏性不够强，如今通过嫁接、改

良，已有32个品种，东村梅花不再

以白梅为主，有红梅、绿梅等各种

颜色的梅花，观赏性越来越强。

“过去东村赏梅期不长，现在能延

长到一个多月。”蔡家苗说。

山上、村中、溪边、亭边，到处

是梅香浮动，3000米长的东村溪，

与梅花、廊、桥及附近的青山相

融，形成灵气十足的景观。东村

的梅文化也随处可见，各种传说

故事纷纷“活”在梅花丛中。随着

东村的梅景越来越美，梅文化越

来越有韵味，梅产业也越来越兴

旺。蔡家苗说，东村现有农家乐

32 家，形成了农家乐一条街。最

让人高兴的是，东村梅花现在不

怕深山无人识了，有许多大学生

在帮助营运东村的梅花，如东村

梅花音乐会、梅花诗会、东村运动

会等，今后东村一年四季都有活

动，游客一年四季可来东村旅游

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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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畲乡”的共富路
早春时节，走进三门县海润街道涛头村，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连绵的养殖塘，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海塘之间，一幢

幢整齐划一的民房与蓝天白云相映衬，勾勒出一幅美丽画卷。

涛头村是中国唯一的“海上畲乡”，也是台州市最大的少数民族聚居村之一，有畲族同胞58户、200余人。近年来，涛头

村从相对落后的海岛村，蜕变成为当地乡村振兴中的璀璨明珠。

说起涛头村的发展，绕不过1997年那

场台风。

当时，台风“温妮”席卷三门，重创当地

的塘坝。海水倒灌后，农田、棉花地、橘园

等因盐碱度过高而无法耕种。这对靠种植

业为生的涛头村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面对困境，涛头村没有放弃，积极寻求

转型之路。

基于村庄四面环水、土地盐碱度较高

的情况，当时的村干部提出发展养殖

业，但也有人倾向于“拯救”土

地。在和合文化的熏陶下，涛

头村一直践行民主协商、民

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村民自

治。在“救”和“养”之间，

村民意见不一。涛头村便

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和全体

党员会议，一户一张表格，

征求意见。经过数十次的讨

论，最终全村 373 户村民中有

325户按上手印同意“种改养”，即

流转全村土地，村民以田入股，发展水

产养殖。

之后，涛头村组建了三门县涛头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由公司对养殖塘进行统一

规划、建设、经营

和管理。全村4000

多亩土地，其中 3000

亩实行“种改养”。统一

改造后的养殖塘以20亩为一

口塘，进行招投标。

第一年，公司总产值便达到 600 余万

元，此后村经济发展更是实现“三连跳”。

享受到红利，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海产养

殖的队伍，涛头村的海塘开始供不应求。

在村干部的引导下，村民将目光转向

浙江、江苏的其他城市。此外，他们还积极

拓展马来西亚、非洲等海外养殖市场。

2024年，涛头村渔业产值达2亿元，村集体

经济收入 1200 万元，人均收入 10 万元以

上。

和衷共济 聚力发展

春兰争奇斗艳春兰争奇斗艳
近日，武义

县履坦镇坛头

村举办春兰展，

200 多 盆 春 兰

争奇斗艳，吸引

了不少人前来

参观。

张建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