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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颜值 促产值
彰显“海上花园”新气质

算好生态账，不负海与人。聚焦蓝色海湾
生态建设，洞头于2016年成为全国首批8个蓝
色海湾整治试点单位之一，力争以生态“杠杆”
撬动产业崛起、海岛振兴。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修复受损退化的海
洋生态系统，是洞头在蓝湾整治行动中不变的
理念。在所涉及的洞头区17个村中，东岙村段
被纳入项目建设重点，包括沙滩修复和海洋生
态廊道等建设。不到一年时间，沙滩修复完
成。人们欣喜地发现，赤潮减少、海水变清、沙
滩回到了最初的模样。

53 岁的陈后杰，是土生土长的东岙村人，
对于小村子的点滴变化，一直看在眼里。几年
前，他从渔民那里收购了废弃的渔船板，经过
雕刻、加工，变成了茶几、艺术品等，把自家的
房子装修得古色古香。旅游旺季，他的民宿一
房难求。

“主要还是得益于沙滩修复，游客愿意来
了。”陈后杰说，他的父辈是老渔民，在他小时
候，村口的这片沙滩很美，后来，沙滩逐渐消
失，只剩下裸露的碎石。“那时的东岙村，很少
来游客。”陈后杰说。

2017年1月，一片长100米、宽135米的沙
滩焕然新生。此后，曾经靠出海打渔为生的东
岙村村民，在沙滩周边自办了民宿，开起了餐
饮酒店、超市。陈后杰也赶上了这一波机会。

在沙滩的勾连下，人海相亲相近，小渔村
也由此兴盛起来。迄今为止，陆域面积仅 0.35
平方公里的东岙村，开出 96 家民宿、17 家餐
饮、28家商铺，直接从业人员200余人。

洞头人深刻感受到，只有坚持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才能构建生态恢复能力。蓝色

海湾工程实施后，红树林、盐沼湿地新增常驻
候鸟20余种，海藻场自然恢复3000平方米，周
边海域一类、二类海水水质达到了 94.8%。“南
红北柳”年固碳近 200 吨，紫菜、羊栖菜年吸碳
近14000吨。

生态治理撬动海岛振兴，洞头计划进一步
加强山体、岛礁等生态资源保护，持续做好海
洋生态修复。此外，为加强海岛风貌整体性导
控、扮靓“海上会客厅”，洞头将进一步优化城
市空间、提升城市气质，在海岛公园建设、旅游
小镇规划、民宿迭代升级等方面持续发力，彰
显“海上花园诗意栖居”的滨海城市辨识度。

向蓝海 迎未来
家门口尽享“诗和远方”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渔村颜值的提升，
不仅换来了产值增加，更激发洞头朝着共同富
裕的康庄大道迈步向前。

作为浙江第二大渔场，洞头生态大黄鱼养
殖面积 1368 亩，年产量 1008 吨。面东向海的
千亩渔场，风高浪急，天然饵料充沛，是野化大
黄鱼的上佳海域，而复杂的海情也一度让当地
传统渔场管理模式捉襟见肘。

在离岛鹿西，为破解渔民“靠天吃饭”难
题，黄鱼岛海洋渔业集团有限公司以数字化渔
场养殖技术为突破，对渔场清淤、排污、养殖等
关键环节开展自动化改造升级，实现实时全方
位智能管控。

“以超高分子聚乙烯纤维材料围成的网箱
可抵御16级台风。在这里，大黄鱼生存能力显
著提升，激流中的渔场还模拟出了大黄鱼真实
的生存环境。”黄鱼岛海洋渔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郑祥武说，往年一到台风季就要提早联
系新的鱼苗，准备补充投放。去年在台风“烟
花”影响下，黄鱼不但损失很少，而且市场反映
口感更好了。

围绕“中国生态大黄鱼之乡”这张金名片，
洞头引导当地规上企业发展海洋牧场、深水网
箱等生态模式，结合鹿西岛景观提升、海景步
行街改造等渔村环境整治，转型渔旅融合新业
态。就在去年，大黄鱼产业便带动这座小岛
100多名转产渔民实现就业。

从“舌尖到浪尖”，除了大黄鱼，鲜美的羊
栖菜、紫菜也是洞头海岛人民耕海牧渔的重头

戏。为放大“渔”的优势，洞头持续建立“三位
一体”现代渔农业服务体系，以环渔港带和海
洋食品产业园建设为核心，强化平台助力、科
技赋能，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争创国家级
渔港经济区。

生态治理还撬动了产业振兴。除了擦亮
“两菜一鱼”这三张国字号金名片，洞头旅游业也
迎来蓬勃发展。青山欢乐岛、梦幻海湾、白鹭湾
等30个重磅文旅项目开工，三年时间让洞头72
个渔村变身花园村庄，获评全国文旅融合特色创
新示范区，创成省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海岛民
宿、体旅融合做法成为全国典型。洞头先锋女子
民兵连纪念馆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获批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今年，洞头区锚定国际旅游岛定位，建设
未来景区，不断丰富休闲度假、海上运动、海霞
研学、婚纱摄影、禅修体验、会议培训等业态，
争取全年旅游业增加值达到11亿元以上，过夜
游客比重保持 30%以上。争取在今后五年时
间内，创成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和旅游度假
区，成为长三角休闲度假型海岛旅游目的地，
旅游业增加值突破21亿元。

抓机遇 抢发展
实现海洋经济新飞跃

世代靠海吃海的海岛人，自然也拥有海一
般的视野。洞头人深知，渔业、港口、能源等海
洋资源是当地最大的底气，也是洞头走出一条
海洋经济发展特色之路、建设成为名副其实

“海上花园”的关键。近年来，洞头积极响应国
家“双碳”战略目标，综合利用海港、海风、海
滩、海湾、海岸线等资源，厚植招商引资热土，
实现重大产业项目招引落地。

今年以来，洞头抢抓“双碳”背景下清洁能
源发展机遇，用好风能密度一类区的区位优
势，积极整合海上风能资源，将海上风电产业
作为海岛产业聚变的重要突破口，全力建设海
上风电产业链基地。

本月初，风电行业龙头企业浙江运达风电
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同洞头区成功签约，洞头风电零碳产
业园项目正式落地。这一洞头史上最大的制
造业投资项目的成功落户，标志着洞头在发展
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壮大海洋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上迈出了新步伐，将为全省海洋经济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根据规划，风电零碳产业园项目
落地后，将为洞头提供就业岗位千余个，同时，

高端装备制造业项目的引进，将进一步激发才
聚百岛新动能，未来预计引进博士10名以上。

同时，风电领域的头部企业金风科技也与
洞头携手，落地总投资约26亿元的温州深远海
海上风电海工装备制造及服务基地项目，主要
招引深远海海上风电导管架基础、漂浮式基
础、漂浮式锚链等海工装备制造产业及深远海
海上风电能源平台、贸易服务公司。

谋大招强的背后，是洞头独有的资源优势
和产业基础优势——2862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351 公里海岸线、302 个岛屿，丰富的风能、太
阳能、水能、潮汐能等资源。洞头在充分发挥
港口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计划进一步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加强项目落地服务、加速基础设施
配套、加快临港产业集群发展，努力成为温州
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面向未来的海岛洞头将以产业聚变、城市
蝶变、幸福跃变为阶段性战略重点，加快发展
海洋经济，创新建设共同富裕“海上花园”，当
好“续写创新史 走好共富路”模范生。

（本版图片由洞头区委宣传部提供）

打造一城姹紫嫣红山花烂漫

洞头“海上花园”蓝图在握 征程再启
章慧聪 王艺

“海上花园”独特气质扑面而来

而今在温州而今在温州，，沿着瓯江入海口沿着瓯江入海口，，经灵霓大堤一路向东经灵霓大堤一路向东，“，“海上花园海上花园””的颜值气质动人心弦的颜值气质动人心弦：：脚踩沙滩脚踩沙滩，，远眺洁白的风车远眺洁白的风车，，耳边不时传来渔船鸣笛声耳边不时传来渔船鸣笛声，，

心境一下辽阔起来心境一下辽阔起来；；上岸后上岸后，，石头屋前石头屋前，，听着海浪拍打听着海浪拍打，，尝着鲜美的海味尝着鲜美的海味，，又是另一番体验又是另一番体验。。

今年一季度今年一季度，，以创新建设共同富裕以创新建设共同富裕““海上花园海上花园””为目标为目标，，洞头打出洞头打出““十化十化””促促““十力十力””组合拳组合拳，，建立建立1212个作战指挥部个作战指挥部，，实行兵团作战实行兵团作战、、集中攻坚集中攻坚，，掀起掀起

““极限拼搏极限拼搏、、专业作战专业作战、、务实苦干务实苦干””热潮热潮。。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等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等99项主要发展指标居温州全市前三项主要发展指标居温州全市前三，，其中其中66项指标增速居全市第一项指标增速居全市第一；；精准谋划精准谋划2020

个重大项目个重大项目，，总投资总投资102102亿元的运达风电零碳产业园和总投资亿元的运达风电零碳产业园和总投资2626亿元的金风海工装备制造服务基地亿元的金风海工装备制造服务基地，，列入全市首批新能源产业重大项目集中签列入全市首批新能源产业重大项目集中签

约活动约活动；；状元岙港区两座状元岙港区两座55万吨级码头正式开工建设万吨级码头正式开工建设，，海洋食品产业园吸引海洋食品产业园吸引2020家企业入驻并实现一季度批发贸易额超家企业入驻并实现一季度批发贸易额超20002000万元万元。。

如今如今，，万顷碧波之中的东海明珠万顷碧波之中的东海明珠，，不仅闪耀着山海之美不仅闪耀着山海之美，，也讲述着海岛人奔向共同富裕的也讲述着海岛人奔向共同富裕的““蓝色故事蓝色故事”。”。

丰富的海洋资源是洞头发展的最大底气

“海上花园”洞头城区远景“海上花园”洞头城区远景

处处是风景，海岛蕴藏着“诗和远方”。

姹紫嫣红、山花烂漫的海岛，吸
引了市民骑行出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