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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卢正芳

建设美丽定海 创造美好生活——

舟山定海美，美在哪里？一百个人，会有一百种不同的答案。
古人的诗词这样描绘：“遥山万迭云散,涨海千里,潮平波浩渺。”

千年定海，春秋已始。徐福寻仙泊舟处，海上丝路通道口，良渚文
化出土地，沥港平倭显威名。鸦片战争保卫战，三总兵喋血捐躯，
六千战士忠魂归天。风云定海，慨当以慷。

如今，人们在歌里唱着，“你是海岛海浪的壮丽画卷，你把跨海
长虹挂在了海天之间。”今日定海，百业蒸蒸，生机盎盎，花繁锦绣，
风正潮平。定海，穿越古今，美丽从容。

定海人不放弃逐梦，美丽仍在延续。“努力实现天蓝、水清、山
绿、地净，加快打造经济繁荣、生态优美、和谐稳定、生活幸福的群
岛新区美丽定海”——前不久出台的《中共舟山市定海区委关于建
设美丽定海创造美好生活的实施意见》中，如此描绘。

蓝图绘就，美化环境的行动坚定而迅猛。定海人向污水宣战，
向违建宣战，向臭气宣战，打造“天蓝、水清、山绿、地净”的环境。
污染企业关闭整治，河水清澈如许；荒山一改容颜，绿树亭亭如盖；
违建拆出新空间，市民们在其中翩翩起舞⋯⋯

美丽环境给了定海人更好的美丽生活。从白墙黛瓦的渔村到
碧海蓝天的海滨，从偏远海岛到繁华城区，扑面而来的，是海洋生
态文明的奋力探索，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干劲勃发，也是对“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清醒认识。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定海的美，美于内，发于外。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把树梢染
黄的时候，金塘镇仙居社区 71 岁的
康林根老人已经骑上自行车出发
了。当上河道保洁巡视员的这几
年，他每天惦记着要去大柳河监督
保洁工作的进展。

这个秋天，大柳河的水泛着清
澈的绿。徐步走在河畔，康林根述
说着河水的变迁。

大柳河两岸街巷纵横，古人逐
水筑居，倚河行商，极为繁盛。“大
柳河直通大海，听说，旧时运木材
的船只要在入海口卸下木材，等海
水涨起来，木材自然就会顺着河道
漂进来。”康林根描述着大柳河往
日“舟楫如云，帆樯蔽日”的盛景。
幼时，他和同伴去上学，也要特意
游过河去，比一下泳技。

岁月流淌，河水汤汤。千百年
来，大柳河滋润两岸，造就了物阜
民丰。然而，关于大柳河的美好记
忆 ，却 在 20 世 纪 80 年 代 戛 然 而
止。“河岸边的泥土，一经冲刷，就
带进了河。此外，沿河居民一边在
河里张网捕鱼，一边倾倒生活垃
圾、污水。”康林根还记得，有一年，
河水猛涨，淹上了居民的房顶。

河中汲水的欢乐不再，治理大
柳河，迫在眉睫。2012 年，大柳主
干河治理工程正式启动。拓宽整
修河道，桥梁扩建，绿化两岸⋯⋯
一系列工程相继实施。“施工长度
是 4.9 公里，河道拓宽到 60 米，设计
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这是金塘

‘五水共治’重点工程。”年近七旬
的康林根，曾跟着镇上的干部一
起，清理河道里的垃圾。

治水速度和成效大大超出了
人们的预料。康林根老人再也不
用因为一片垃圾，跟老邻居们争得
面红耳赤。每天，2 艘保洁船在河
面往来穿梭，居民们会自觉将垃圾
清理干净。康林根有时会觉得，大
家不再需要他这个巡视员了。

“以后还会种上成行的柳树。
我们老了，大柳河都不会老！”眼前
的大柳河，水面泛着温柔的光，康
林根说，这还是他儿时记忆的模
样。
链接：

定海区自全面开展“五水共
治”工作以来，目前取得了阶段性
的成效。2014 年计划总投资 7.95
亿元，截至 9 月底累计完成投资
5.67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71%。
在“三河”治理上，定海区已清理完
毕 29 条垃圾河，29 条黑臭河，完成
第一阶段治理。全区554条河道全
面实施“河长制”及河道保洁机制，
2013 年,定海区荣获全省河道保洁
长效管理工作一等奖，成为舟山市
迄今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区）。此
外，定海城区护城河启动绿化试点
工程，在河道放置固定浮箱，种上
荷花、睡莲和美人蕉等水生植物，
建设水生植物带，不仅使城区河道
水质得到提升，又美化了城区环
境。

这条河，有不老的容颜

“老乡，壁画村怎么走？”在定
海区干（石览）镇，不时有慕名而来的
自驾游游客这样向人询问。新建
社区由南洞、里陈、黄沙这三个紧
邻 的 自 然 村 组 成 ，又 称“ 南 洞 艺
谷”，如今尤以“壁画村”闻名，农舍
白墙上绘满了“红梅喜鹊报春晖”，
也有穆桂英挂帅图等彩图。

2009 年，定海区干（石览）镇新
建社区以打造全国大学生采风创
作基地为蓝图，挥毫落纸，开始了
一幅特别的新农村建设画作，不
仅让彩画爬上墙，更建起渔人码
头，添置饱经沧桑的退役绿皮火
车，改造农舍为海岛风情的仿古
建筑⋯⋯

“壁画、渔船、火车、远山近水，
如此多的作画素材让这小小的山
谷成为艺术生采风的胜地。”舟山
市东海中学老师裴海涛已数次带
队来此采风，这次一同前来的还有
20 多名刚学水彩画的学生。去年，
社区共接待艺术学院大学生 2 万余
人次，这些师生不仅在村里吃住消
费，更带旺了人气。

游客越来越多，许多外出打工
的村民回到了村里，袁善娟就是其
中之一。2010 年，她和姐妹、弟媳
四人回村合办农家乐。“咱全靠画
招揽客人，招待的都是画画的人、
看画的人，干脆农家乐就取名‘画
春园’吧。”

红烧肉、酱爆辣螺、糖醋马鲛
鱼、手撕牛肉⋯⋯别看袁善娟的农
家乐并不大，掌勺的弟媳可不简
单，烧的菜一点不比大厨师逊色。
小院的生意越来越红火，还接待了

美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世界
各地的游客。现在，像她这样的农
家乐村里已有 10 多家，有的一年能
赚10多万元。

前年，知名画家张高俊被请到
村里，定期开设农民画培训班。一
年多来，培训班已经开了5期，50多
个村民参加了学习。其中年龄最
大的 81 岁学员周德英，经过 10 天
的学习创作，绘制完成了他的第一

幅画——《春耕图》。
在新建社区党支部书记余金

红看来，村民不成熟的习作里孕育
着一个产业和山村的未来。“渔民
画是极富舟山特色的东西，等村民
绘画技艺再成熟点以后，就能融入
到挂件、茶具、壁挂等纪念品中，作
为画村文化游的一大卖点。”
链接：

这个长假，东海大峡谷、茶人
谷、南洞艺谷等景点深受游客追
捧，“生态谷”成了旅游热词。串联
起生态谷的一个个小村庄，是定海
区近年来致力于打造的“美丽定海
示范村”。其中，马岙社区以历史
文化为内涵，紫微社区结合茶人谷
景区与人文休闲，山潭社区则致力
于打造景区式的休闲养生基地，开
创美丽海岛社区新风貌，而新建社

区正在申报“浙江省文化创意小
镇”。

截至目前，定海区已成功创建
白泉镇等省级生态镇(街道)10 个、
马岙社区等市级生态示范村 6 个、
文昌社区等省级以上绿色单位（社
区、学校、家庭等）达56个。一个个
农渔村“盆景”，连成了一道美丽的
风景。

这个村，有股文艺范儿

浙江增洲造船有限公司的码
头上，一艘等待装修的耙泥船静静
停靠着。岸边，几条喷淋管道不断
往船体上喷水。

“喷出来的都是海水，就像给
船洗澡，为的是减少碰撞摩擦，保
护船体。这是我们公司的小发明，
节约水又节省油漆。”增洲造船设
备动力部副部长金伟光笑言，节约
用水这一项，每年就可以为公司节
省近 10 万元，“自从搞了清洁生产，
我觉得人人像是发明家呀。”

增洲造船是定海推行企业清
洁生产的典型案例。10 余年来，定
海推行清洁生产，通过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实施节能项目等措施，实
现可持续发展。

在增洲造船看来，清洁生产不
是简单的栽树种草，也不是单一的

清理垃圾，它贯穿在清洁能源使
用、清洁生产过程和清洁产品制造
的全程。为此，增洲造船公司专门
成立了清洁生产审核小组，先后投
入几十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统一处理排放污水，循环利用废
油，环保处理固体废弃物和安装节
能照明设备。

“严格”二字体现在清洁生产
的每一项指标上：单位产值综合能
耗、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工业余
能回收利用率、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实施及验收通过率⋯⋯每个指标
都必须精准，而且要与老数据进行
对比。

焊接车间的“长流水”、设定时
间的节能灯⋯⋯哪里的电费、水费
超标，后台的能源管理系统看得一
清二楚。“管住这些浪费，先期投入

的成本老早就收回了。比如废油
循环利用这一项，每年就可以节省
75 万元。长远来看，清洁生产肯定
能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
金伟光算了一笔账。

这只是一个开端。再过段时
间，几十个感应式冲水厕所将在公
司正式投用。此外，一套更加智能
化 的 能 源 监 管 系 统 正 在 筹 备 建
设。“以后，清洁生产的各项指标都
可以在上面显示，规划方案也会更
加科学合理。”金伟光拿出了厚厚
一本清洁生产的册子，上面的规划
表已经排到了明年。

链接：
定海区按照“布局合理、特色

鲜明、集约高效、生态环保”的原
则，加快建设浙江定海工业园区、
舟山国际粮油产业园区、舟山国际
水产品产业园区、金塘西堠工业园
区、金塘北部出口加工贸易园区、
定海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六大工
业产业平台，推进“工业强区”建设
步伐，把清洁生产作为促进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
建设生态文明的“绿色之举”。

从“无烟工业园”，到“去除鱼
粉臭味”，定海在工业强区的建设
实践中，把环保标准作为产业和项
目落地的前置条件，为保护环境设
置了一道“绿色门槛”。一批绿色
企业相继涌现。45 家企业通过清
洁生产审核验收，5 家企业被评为
省级绿色企业。

这企业，有个“绿色密码”

“60 岁以上的人可以去医院检
查身体了，免费的！”早晨 8 点不到，
岑港街道桃花苑小区的周忠明已经
在小区里挨家挨户通知了一遍。他
回到家，顾不上吃饭，赶紧翻出另一
张纸，今天还得通知居民们去社区
领取生活物品。

周忠明梳着中分发型，衬衫整整
齐齐，皮鞋一尘不染。看派头会以为
他是个地道的城里人，实际上，在他
人生71年的时间里，有52年是农民。

因为舟山大陆引水二期工程建
设征地拆迁，周忠明一家从最偏僻
的马目社区韭菜塘村，搬至岑港街
道的安置小区桃花苑。他的身份也
由一个农民，变成了城镇居民。“现
在，刮风落雨不怕。以前，天好怕
旱，下雨怕涝。”他用一句地道的舟
山话来描述自己前后生活的改变。

“以前，我和老伴就是在家种种
地，养养鹅。生了病，得走半个小时
的山路，才能到医院。”周忠明还说，
子孙们都在城市里读书、工作，想见
一面也难，他们都是在他的梦里长
大的。

2012 年春节前，他和老伴搬到
了桃花苑的新家。他特意将亮闪闪
的门牌号擦了又擦，这意味着，他成
了一个“新区人”。

听街道干部说，“最关键是人的
城镇化。”在周忠明的概念里，“城镇
化，就是干事的方法跟农村不一样
了。”

他和村民们以往那种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正在改
变。以前在地里锄地的粗手，现在
拿起了电脑鼠标；以前走山路去赶
集，现在一个快递就到了家门口；以
前路上随便走，车子随便停，现在走
路得过斑马线，停车得找车位。“新
区的变化日新月异，阿拉不改变，怎
么称得上是新区人呢？”周忠明和老
伴收拾整齐，准备着晚上去小公园
听戏。

走出桃花苑，街道上“精心打造
精品集镇”的横幅迎风招展，人们毫
不掩饰对城市文明生活的向往。
听散步的老人说，住进了新小区，
生活更美了；开饭店的老板说，大桥
通了，客人多了，生意越做越红火；外
来的打工者说，新区，就是第二故乡。

链接：
怎样的城镇化，才能让农民进

得来、住得下、融得入、过得好？定
海区近年来大力推进渔农村“千村
示范万村整治”工作，从最初的“足
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到现在的

“农家草舍变别墅，出门香车替脚
步”，超过1万户渔农民实现了安居
梦。

自 2009年以来，定海已累计启
动实施农房集聚建设项目51个，全
面竣工项目 25 个，在建项目 18 个。
累计完成农房改造建设 14250 户，
改造建设面积 226 万平方米，投入
资金35.8亿元。

新小区，幸福敲上门

南洞艺谷“壁画村”南洞艺谷“壁画村”

马岙街道湿地美景 陈炳群 摄

长白岛海洋工程装备项目

岑港街道安置小区“桃花苑”岑港街道安置小区“桃花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