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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所爱”，花园半岛““一生所爱一生所爱”，”，花园半岛花园半岛

象山，位于东海之滨，是笔者
第一次直面江海相融的地方，也
是笔者父亲的家乡。童年记忆
里，这里是海陆相依、一往情深的
地方。

海之大，像足以接纳千条江、
万条河。河之大、江之长，像足以
包容海况的变换、大气的流转、暗
流的奔涌。

在海天一色，暮鼓晨钟中，这
座“海山仙子国，东方不老岛”，带
你走进了乡村。它是兼具“山与
海、田园与半岛、渔村与古镇”的
和美画卷，更是许多人的“一生所
爱”！

年老的人来这里养老。钟情
海阔山岚风景的人来这里养眼。
贪恋生鲜美食的人来这里养胃。
而渴望远离城嚣的人则可以在这
里养心。“五味交融”的乡村文化，
让许多人找到了可伴一生的归
宿。

乡村有“五味”？这在象山
“四村一线”创建而成的优美村落
群中，就可找到示范性的“代表”。

第一味，是渔家文化。在有
“浙江第一渔村”美誉的东门渔
村，象山最具代表的暗褐色木制
民居散落村庄。海在这里未必是
浓郁的繁华，但一定有着素雅的
韵味。高十余米的妈祖雕像在芦
苇荡铺成的村路顶端守卫着大海
和渔民。多少年来，这里的村民
以海为生，以渔为业。“中国渔文
化艺术村”内，人们可以找到各式
各样的鱼标本，大量以渔家为主
题的书画，还有《出水如黄金》的
鱼拓。传统的渔家文化，被原汁
原味地收纳在村里的习俗中。农
历三月廿三和六月廿三是东门岛

上最重要的节庆。前者是开洋
节，出海的船员都要去庙里祭祀，
以求平安。后者是谢洋节。高产
归来的渔船，会请戏班庆丰收、谢
大海，盛时连演七天七夜，盛况空
前。

第二味，是明清文化。“竹韵
梅香宅，山园水绕家”的溪里方
村，是明代鸿儒方孝孺后裔的聚
居地。如今保存着的数十栋明清
古建筑，依稀可辨当年文官武将
的家门雄风。今年 80 岁的老人
方德培对村里的历史与传说了若
指掌。由他保管方氏宗谱，就是
一幕传奇。“九房三堂”的古民居
群，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与一个
家族的古老训诫：恭、德、贤、安、
信、怀、仁、义。这八个字，承载于
一抬头的门楣中，一低头的石板
上，和房屋主人祖祖辈辈相继的
命运里。俯仰之间皆是文章。

第三味，是生态文化。在被
誉为“零工业致富村”的西边塘
村，注重生态环保，发展精品果园
和乡村游乐园，带领村民走出了
一条致富之路。这里仿佛一个世
外桃源。郁郁葱葱的果林散发着

沁人心脾的清香；精致典雅的乡
村别墅鳞次栉比。柑橘、葡萄、杨
梅是全村1600多人的致富果。村
里建立了省级无公害农产品基地
——“象山红”示范园。西边塘人
把小包装的优质柑橘出口到了俄
罗斯，曾创下全村柑橘年收入过
800 万元的佳绩。葡萄种植大户
年收入过 10 万元。年轻人都选
择留在田园致富。一幅“果香四
溢·民富足”的画卷在这里展开。

第四味，是休闲文化。在美
丽的方家岙村，1000 米的沿溪观
光长廊已经建好。2000平方米的
水上乐园和1500平方米的垂钓中
心已经入驻。村书记欧昌伍热情
地向参观的客人们介绍“农家客
栈”。利用天阔风微，溪流淙淙，
树木葱笼，村庄洁净的休闲氛围，
方家岙村打造了乡村休闲一条
龙。游客一日食宿仅 60 元，体验
到的山水清乐却不只是60元。

最后一味，是影视文化。走
进毗邻象山影视城的黄公岙村，
原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已
经吃起了“旅游饭”、“文化饭”。
当地村民当群众演员、开影视客

栈、办影视餐厅⋯⋯八成村民演
过戏，影视客栈都快变成了“一条
街”。孪生兄弟林启明、林启寿的
致富故事也“别出心裁”。弟弟给

《赵氏孤儿》剧组做盒饭，10 多天
就有 20 多万元的毛收入。哥哥
更有意思，把闲置的稻草“变废为
宝”卖给剧组当饲料和布景，半年
就挣了三四万元。

如今，按照“小康村重环境、
中心村重集聚、特色村重韵味、提
升村求跨越、精品线显形象”的要
求，象山已创、在创各类示范村已
占全县行政村总数的20%。

东门渔村、溪里方村是展示
渔家风味和明清风韵的历史文化
村落。西边塘村、高坭村等发展
生态高效种养业。沙地村、花墙
村、方家岙村、何婆岭村，打响“农
家客栈”休闲旅游品牌。黄公岙
村、上盘村，对接影视城开拓影视
主题服务业。一条贯穿中西部 5
个镇乡、长 60 公里的景观带已跃
然横亘于半岛大地。

在清朴包容的山海中，你可
以撇开芸芸尘嚣。在穿越百年的
历史陈列里，你可以找到渔农文
化的世俗生活场景。在乡村“四
养·五味”的风情中，你会发现勤
劳渔农的日子，正在一天天中变
得更好。就像水的痕迹，润物无
声。象山美丽乡村建设的朴素智
慧，让人幸福安心。

也难怪，已经离开家乡多年
的父亲依然在嘴边挂念。在见过
所有美丽的风景里，他最爱的依
然是老家的海、老家的土地和人
情。在所有可能的归宿里，他依
然 会 选 择 老 家 的 乡 村 ，落 叶 归
根。

开篇：“四养·五味”——在所有风景里，我最喜欢你

有人说，征地拆迁是天下第
一难，而清理农村的非法“一户多
宅”更是难上加难。这一说法并
不夸张。按照规定，一户村民只
能拥有一处宅基地，面积也不得
超过一定标准。但多年来，由于
种种原因，“一户多宅”的现象在
农村屡见不鲜。象山美丽乡村建
设也遇到了这个“拦路虎”。

2009 年，象山启动村庄梳理
改造工程试点，2010 年全县逐步
推开。结合“三改一拆”行动扩面
深化，象山在 4 年内交出了村庄

梳理改造的答卷。353 个行政村
实施清理整治，拆除老破旧房 1.8
万户 4.6 万间，清理宅基地 3500
亩，有效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
4100亩。这些“清理出来”的新资
源，为乡村打造精品示范工程，创
造了“施展拳脚”的舞台。走出了
一条低成本、可持续、可推广的村
庄建设路子。

有人好奇象山是如何做到
的？象山农办用一句话给出了答
案：“一拆了之”不可取，让利于民
是关键。

如何让利？第一，象山把拆
除出来的土地集约利用，由村集
体统一管理，引进产业。这样既
壮大了村集体的实力，也能让农
民增加收入。第二，有了资金和
土地，象山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和公共服务建设。村里修了
新路、施行绿化，建设公园等休
闲文化娱乐设施。尤其是大胆
探索“老宅收回、集体建设、无偿
居住”的集中式居家养老服务模
式，已推广至 108 个村，受惠老人
1500 余人。

在茅洋乡溪东村，投资 150
万 元 建 造 的“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中
心”，建有住房 6 幢 42 间，免费安
置旧房拆迁的老人 35 户。养老
服务中心对老人实行集中供养、
集中照顾。人们在现场就可以看
到老人的生活环境。养老服务中
心就坐落在村头的小溪边。这里
天蓝水清，环境清幽。每套住房
面积在 30 平方米左右。老人住
的房内，电视机、洗衣机、热水器、

独立卫生间等生活设施一应俱
全。

巧做减法，梳理“一户多宅”
后，象山开启了“五水共治”攻坚
战。今年 5 月，象山顺利通过全
国生态县验收。计划到 2017 年，
建成近 500 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完成 500 家重点企业
排污和治理项目，搬迁整治 1000
家畜禽养殖场，完成近 800 条河
道水环境整治。

目前，象山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三河”整治工作等正在紧锣密鼓
地开展。已有 234 个村建成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拆除搬迁畜禽养
殖场 622 家，面积 24.3 万平方米，
全面完成垃圾河清理。

大力探索农村生活垃圾无害
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模式，率先
建立美化家园地方服务标准⋯⋯
通过全域整治，象山的乡村面貌呈
现了“清新养眼”的感观。

梳理村庄巧做减法 打造美丽优居村落

农村建设的服务主体是广大
的农民。因此，象山不仅注重村
庄环境的“养眼”提升，更把富民
强村摆在了重要位置。全面实施
113 行动，探索梳理改造、盘活宅
基地的创新做法，为全县农村增
加转移支付600余万元。

撬动农村“沉睡”要素的支点，
正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其中金融
支农服务创新和产权交易创新，在
象山经过几年探索已经成效斐然。

象山大力实施普惠金融工
程，针对“三农”，设计了一系列“个
性化定制”的贷款品种。农村住房
等“八权抵押”贷款、村集团授信、

“银行+合作社+农户”、“双卡一信”
免抵押贷款及“文明诚信家庭”信
用贷款等不同品种的贷款产品，给
百姓增加了更多选择渠道。政府

给予党员、青年、妇女创业专项贷
款金融服务；建立村集体金融服务
点409个，完善农村信用体系。今
年，象山涉农贷款总额已经超过了
130 亿元。金融支农工作多次获
得了省领导的批示肯定。

新桥镇东溪、庙前杨、山头
王、洋坑4村的2000亩山地，原来
一直由村民零星种植番薯、茶叶，
无力投入进行成片开发。20 多
年来，这 2000 亩土地的收益基本
为零。直到去年，这片“沉睡的资
源”才被彻底“唤醒”。通过县、镇
两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宁波富
农果蔬有限公司以每年 60 万元、
16 年共计 960 万元的交易额进行
承包，准备大规模开发种植黄桃。

新桥的例子，只是象山创新农
村产权交易的一个缩影。自2011
年“象山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成
立以来，象山共计对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农村森林资源资产、农村
集体养殖水面承包经营权、农村房

屋进行产权交易636宗，交易总额
达2.3亿元。通过产权交易这个平
台，优质的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市场
更加便捷，农村资源得到优化配
置，大大激活了农村发展活力，加
快了农村产业转型升级。

更可贵的是，村集体经济也在
产权交易中大幅提升。据象山县农
办提供的数据，去年全县91宗交易
中，共计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312.8
万元。如鹤浦镇鹤湾村养殖塘对外
承包年增收54万元；爵溪街道东塘
区房屋出租年增收50万元⋯⋯通
过公开竞争，让市场作为主导，是流
转价格明显攀升的最大助力。

支点撬动活力后，象山各项
产业呈祥了更好更快的发展势头。

现代农业快速发展。象山深
入实施“7+1”农业龙型产业提升
计划，加快产业基地向现代农业
转型提升。建成了粮食功能区
10.12 万亩，环大塘港省级现代农
业综合区 1 个、现代农业示范区 4
个、农业精品园 22 个。基本形成
了“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农
业产业化体系。通过实施海洋渔
业转型升级工程，象山吸引了中
国供销集团投资 45 亿元的远洋
渔业基地落户当地。现在，远洋
渔业年产量已超过万吨。

2013 年 象 山 农 业 总 产 值
105.93 亿元，已连续 4 年位居全
省首位。休闲渔业年接待游客 6
万人次。

象山充分利用旅游景区、农业
基地、山海风光、民俗文化和乡村
环境资源，积极鼓励发展各具特色
的乡村旅游业。集“民宿、民食、民
游”于一体的农家客栈，已成为象
山农家乐的主要形式。目前，象山
已建成农家客栈特色村 22 个、床
位 6000 张，带动从业人员年人均
增收8000元。2013年全县乡村旅
游接待游客223万人次，直接营业
收入2.24亿元。以农家客栈为特
色的乡村旅游呈遍地开花之势，逐
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兴产业。

去年，象山举办了 100 多场
节庆活动。其中农民文化节、枇
杷节、葡萄节、白鹅节、海涂节等
丰富多彩的农时节庆把农村文化
建设与农村产业发展相融合，起
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村庄靓丽、渔农富裕，乡村文
化原汁原味甚是热闹。象山乡村
越来越能体现养眼、养人、养心、
养胃的风韵。

给自己一点时间，来这片花
园半岛闲居。在古朴的渔村发发
呆，在柔软的海涂边享受摸鱼捉
蟹的童真。渔民爽朗的笑声围住
了你，热闹的节庆温暖了你。没
有人问你从哪里来，你却在这片
乡村里，找到了家一般的归宿。

这就是象山乡村的魅力，也
是我“一生所爱”的地方。

改革创新勤做加法
农村“沉睡”要素激活

河道治理河道治理

网箱养殖

文/刘梅

四季果园

农村文化节活动

乡村农家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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