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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富美画卷 看苍南如何步步为“赢”
黄卫斌 李其佐 章 侨

苍南，素有“浙江南大门”之称，是一座美丽浪漫的山海之城，是一座敢为人先的活力之城，是一座前景无限的创业之城。多年来，苍南锚定高质量建设新时代“浙

江美丽南大门”总目标，重大项目接踵而至，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矾山地质公园的蜕变、藻溪镇富山村的蝶变、炎亭镇东沙村的转变⋯⋯一幅幅乡村振兴画卷跃然眼

前。

（本版图片由苍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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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溪千亩方工程彩绘稻田

“国家级传统村落”福德湾矿工村全景

工业重镇矾山的蜕变：
国家地质公园“解锁”创富密码

走进浙江苍南矾山国家地质公园，形成于白垩
世时期的火山岩地貌、明矾石矿床和矾矿采炼遗迹
景象让人叹为观止。2021 年，全镇财政总收入达
2.22 亿元，同比增长 35.41%；来矾游客总量突破百
万人次。

矾山国家地质公园位于苍南县矾山、南宋两镇，
有储量丰富的明矾矿藏，已探明的约 2.4 亿吨，占世
界的 60%、中国的 80%，故有“世界矾都”之称。矾
山的工业文明厚重，明朝洪武年间开始有文献记载，
是温州工业文明的发源地、浙南城镇发展的先行地
和国家工业遗产的所在地，640多年的采炼矾历史，
造就了这座小镇独有的韵味。随着2020年12月浙
江苍南矾山国家地质公园正式获批，矾山插上了地
质公园建设和旅游发展的腾飞翅膀，走出一条资源
保护和研学旅游发展的共富之路。

矾山国家地质公园总面积 11.33 平方千米，园
内有丰富的地质遗迹景观资源，其中国家级以上地
质遗迹3处，省级地质遗迹14处。

为进一步加强矾山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资源保
护、地质遗迹合理开发，2021 年 6 月，矾山镇委托相
关单位编制了《矾山矾矿遗址文物保护规划》和《矾
山矾矿遗址保护管理规划》。苍南县委托浙江省城
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了《浙江苍南矾山国家地质
公园总体规划（2021—2035）》。2021 年 11 月，苍

南县成立矾矿遗址申遗和矾山国家地质公园建设领
导小组，加快推进矾山国家地质公园建设。

由于早期矾矿过度开采、冶炼，随意开挖和堆放
矿渣、矾渣，山体植被遭到破坏，造成坡体水土流失、
矾矿地表塌陷，容易诱发地质灾害。苍南县积极开
展地质灾害隐患点整治，苍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指导乡镇开展 3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目前均已
完成。针对山体采空塌陷区，矾山镇对矿硐安全设
施进行修复加固，做好采空塌陷治理，提高矿硐的安
全性。

为加强“国家级传统村落”福德湾矿工村人文景
观保护，矾山镇建立科学保护管理档案，设立专人负
责调查、研究和日常管理，落实防火防水等防灾措
施，保护矿区和生活区的历史风貌、传统格局。

立足矾山国家地质公园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近年来，矾山镇开展福德湾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开发
工程，以采炼矾遗址为依托，建成“矾山印象”灯光夜
景工程；利用温州矾矿旧厂房，打造“矾客工厂”，曾
获“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等国家级荣
誉；在鸡笼山游览区建设朱程将军故居，形成红色文
旅研学教育综合基地。据悉，2021年矾山国家地质
公园游客达 100 多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2400 余
万元。

矾山国家地质公园在推出以地质遗迹科普观
光、矿业遗迹展示体验为主打旅游产品的基础上，还
将搭建“1568”旅游工程体系，即“1”个苍南矾山国
家地质公园、“5”个旅游产品体系、“68”个重点旅游
项目，以吸引八方游客，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以研学
旅游带动当地经济创收，绘就了一幅工矿小镇华丽
蝶变的精彩画卷，打造山区共富新图景。

藻溪镇富山村的蝶变：
千亩方农田“变出”致富新样本

走进苍南县藻溪镇富山村，上千亩的连片彩绘
稻田犹如一幅幅巨型画作镶嵌在青山之间，美不胜
收，成为田间乡野中一道独特的景观。在富山村副
书记曾云通的印象中，“这里曾经是废弃地，当地农
民零星种植蔬菜瓜果，地块杂乱无序”，而眼前的这
片千亩良田是今年“变出来”的，看着一望无际的良
田，曾云通喜笑颜开。

苍南“七山二水一分田”，全县耕地面积约27.26
万亩，人均耕地仅有 0.32 亩，耕地资源十分稀缺。
对此，苍南按照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整治政策，结
合本地实际，推出了千亩方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
整治工程。去年10月，首个工程项目——藻溪镇富
山村等4村千亩方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项目
启动，涉及藻溪镇富山村、东溪村、平水村和丁埠头
村等 4 个村，建设规模 1144.45 亩，总投资约 1467
万元。

为了整治出布局集中连片、农田设施完善、适合
规模种植，以及推动现代化农业生产的优质永久基
本农田，苍南委托温州市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开
展土地平整、灌溉排水、道路建设和土壤改良等工
程。历时 8 个月后，市交发集团施工队整治出连片
耕地 1034.9 亩、水田 244.05 亩，发挥了土地整治的
综合效益，提高了区域耕地的利用效能，实现了土地
资源的集约利用。此外，稻田到9月底收割，市交发
集团施工队还将负责灌溉、除草和除虫等日常维护
工作，力争打造千亩方永久基本农田整治示范点。

244.05 亩水田实际上是新增水田面积，根据耕
地占补平衡制度，意味着苍南就此增加了 244.05 亩

建设用地指标。苍南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人
说：“这将有效缓解苍南县目前正在面临的用地指标
紧缺难题，实现经济与生态效益共赢。”接下来，苍南
还将开展2个千亩方农田整治工程。

据了解，为提高土地整治积极性，苍南县对于实
施旱改水项目所在乡镇给予每亩 1 万元、村集体每
亩 8000 元的资金奖励，据此，该村集体将获得约
195.2万元的收入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此外五年管
护期间，还会以 1000 元每亩总计 24 万元的标准进
行补助。“田还是我们的田，但耕地质量提升了，粮食
产能提高了，而且村集体收入还增加了，村民的积极
性很高。”曾云通说。

据悉，近三年来，苍南县共实施补充耕地项目
95 个，面积 3508 亩，补充水田 1436 亩，在保障当地
粮食安全的同时，成功探索出一条乡村振兴绿色发
展之路，带动乡村共同富裕，也为县域经济建设和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指标保障。

炎亭镇东沙村的转变：
梭子蟹“畅行”乡村奔富路

炎亭镇位于苍南县东部，古时因制盐闻名，又因
音同遂称炎亭。这里三面环山，面向大海，物产丰
饶，山海资源丰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代以耕海牧渔为生的
炎亭人紧抓改革开放契机，致力于发展渔业生产和
山海旅游，实现了渔村小镇的华丽蝶变。

连日来，炎亭镇东沙村村书记缪信志和村干部
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一户户地丈量被征收的土地面
积、协调村民争议事项。前不久，浙江省公布了
2022 年浙江省乡村振兴综合试点的 7 个项目，苍南
县炎亭镇水产养殖基地共同富裕项目名列其中，是
温州市唯一入选项目。该项目的评审通过，意味着

期待已久的炎亭水产养殖基地工程建设将提上日
程，作为该项目股份经济合作社社长，村书记缪信志
对未来充满信心。

炎亭镇是浙江省有名的渔业重镇，素有“中国梭
子蟹之乡”之美誉，海上捕捞、水产养殖和海产品加
工等是炎亭群众最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近年来，
炎亭镇抢抓历史机遇，整合各方资源，重点推广梭子
蟹、皮皮虾、大黄鱼等名特优水产品养殖，有力促进
了全镇渔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镇内 70%以上居民从事渔业生产，捕捞、养殖
梭子蟹、丁香鱼等鱼获，年产值超3.5亿元。

全镇从事梭子蟹等水产捕捞渔船共有80余艘，
渔民400余人，另有70余人专业从事梭子蟹等水产
暂养和销售，高峰时暂养面积达21000多平方米。

虽然炎亭镇拥有“中国梭子蟹之乡”等金字招
牌，但总体产量不高，水产养殖、暂养等行业还处于

“低散乱”状态。如何加快建设规模化、专业化的养
殖基地，整合提升水产养殖行业，炎亭镇一直在
探索。

经多地学习考察，结合当地实际，2021年，炎亭
镇谋划在流湾码头建设水产养殖基地，由东沙、西
沙、振兴、崇家岙、新兴、海口以及金乡镇半浃连村共
7 个行政村，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形式抱团成立“苍
南县柒合水产品有限公司”共同参股。该项目总投
资约3850万元，其中申请省项目补助3000万元，县
级财政配套资金和村集体自主筹资850万元。

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22 亩，为养殖户提供标准
化、专业化的养殖厂房，配备完整的排污系统和设
施，可容纳远近400至500户居民参与梭子蟹、青蟹
等水产养殖。

该项目实施后，据测算，正常年养殖户预计年均
收入近 10 万元至 15 万元，项目内部年均收益达
170.5 万元，收益所得按比例分配至低收入农户和
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据此，预计每年将有 77.8 万
元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七个村共 288 户低收入农
户，户均每年可增收约3220元。

此外该项目预计创造养殖就业岗位 180 个以
上，日常管理及维护岗位10个。项目的落成也将推
动炎亭镇向规模化养殖发展，有效提高养殖户组织
化程度，促进养殖户收入的稳定增长和水产养殖产
业集成发展，推动山区经济发展，助力浙江共同富裕
示范区建设。

苍南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全面落实共同富裕的
工作要求，紧紧抓住这个重大机遇，扬优势、补短板，
步步为“赢”，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更多苍南样本。

炼矾遗址

“中国梭子蟹之乡”

苍南县炎亭镇山海美景苍南县炎亭镇山海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