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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明月、乡村蝶变，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追本溯源，起笔于20年前的“千万工程”。

20年来，“千万工程”如妙笔描绘“万象山海图”，山与海呼应、城与乡融合，一村一品、一村一韵的规划施策让乡村找到了塑形蝶变的密码。

20年来，“千万工程”如渔光谱写共富新曲，象山在“蓝色粮仓”里“耕海牧渔”，把北纬30度最美海岸线转化为一条“美丽经济”带。

20年来，“千万工程”孕育出生生不息的改革精神，象山先行重塑乡村治理机制，让善治善成的乡村之治成为通向未来的强劲动力。

深化“千万工程”，奔赴“时代征途”。连续五年获得乡村振兴省级考核优秀的象山，正在勾勒共同富裕大场景下新时代美丽乡村新图景，

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滨海花园城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县域先行新实践的新征程上，力争成为具有滨海风情的美丽乡村“全优生”。

斑斓海岸线斑斓海岸线

黄避岙乡湖头新村

沿着北纬 30 度最美海岸线一路驰骋，人们会惊喜地发现，浪潮
奔涌澎湃，在金沙海滩的留白处，在面海背山的乡野一隅，满目皆是
乡村的诗画。

傍晚的方家岙村，恬静而美丽。这个山村坐落于浙江宁波象山
县西郊海拔 594 米的大雷山脚下，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可在早些
年，方家岙村也曾“蓬头垢面”，顶着脏乱差的“帽子”。

2003 年，恰逢“千万工程”的号角在全省吹响，象山也掀起了一
系列农村环境提升的行动。在第一阶段的乡村整治中，方家岙就找
到了发展的“最优解”，山村脱去旧貌换上新颜。2012年的一个寻常
夜晚的决定，堪称方家岙的“命运齿轮”，也是象山“三农”发展史上
的神来之笔。之后，一幅生态宜居环境美、产业兴旺生活美的美丽
乡村新画卷渐渐展开，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省未来乡村等众多荣
誉接踵而至。

从偏僻落后的小山村，到远近闻名的“网红村”“示范村”，方家
岙成为“千万工程”推进中象山乡村蝶变的缩影，类似这样“美丽转
身”的故事俯拾皆是。

改变非一朝一夕之功。象山以“千万工程”为起点、以乡村振兴
为基点，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年接着一年干，描绘着新时代海上“富
春山居图”——

2010 年起，象山在全省率先推行“一户多宅”集中整治，并创新
实施村庄梳理式改造，同步抓好拆后空间利用文章，走出了全省美
丽乡村“低成本、易推广、可复制”的象山模式。

2016年，象山统筹实施美丽集镇、美丽乡村三年行动计划，稳步
推进美丽乡村示范乡镇、风景线和示范村、县级特色村等分类创建，
获得全省首批美丽乡村示范县。

时至 2021 年，象山集中开展城乡品质“三清三美”行动、共同富
裕“两线两村”建设和亚运城市美丽乡村行动等工作，持续推进“三
大革命”、美化“六度空间”，全面启动未来乡村建设，加快构建引领
数字生活体验、呈现未来元素、彰显江南韵味的乡村。

“让乡村更像乡村”，这是“千万工程”重塑乡村的要义之一，也
是象山二十年来不断彰显蓬勃生命力的重要密码。

如今，一场从环境到生产，再到
生活、生态的深层次变革仍在象山持

续推进——在乡村试验田上，通
过“宅改+乡村建设”“产业+乡

村建设”“治理+乡村建设”
“文艺+乡村建设”“数字+

乡村建设”，诠释着一个
农业大县如何为未来乡
村塑形的实践。

规划引领
山海呼应重塑半岛风情

夏末秋初，东海之滨的象山半岛依然草
木葱茏、生机勃勃。海洋是象山最大的资源，
也造就了象山人敢闯敢拼的时代精神，他们
把“诗与远方”带到身边，也把好日子带到眼
前。

靠海吃海，向海掘金。从闭塞落后的传统
渔村到光彩夺目的“斑斓海乡”，黄避岙乡高泥
村的发展绕不开黄鱼。作为浙江省黄鱼养殖
第一村，全村大黄鱼网箱养殖年产值逾 1.4 亿
元。成立黄鱼加工厂、打造黄鱼展销场馆、研
发黄鱼伴手礼、塑造“黄鱼特色村”IP 形象，逐
步构建从黄鱼育苗、养殖、加工、销售到研学的
全产业链条，实现黄鱼销售量价齐升。

“碧海银滩”也是“金山银山”。得益于北

纬30度最美海岸线得天独厚的地形和气候优
势，象山自古产橘，宋朝便以金橘入贡。

正所谓橘生山海间、味道自然甜，象山是
全国闻名的“中国柑橘之乡”“中国柑橘产业
30强县”。尤其是象山“红美人”柑橘，因其浓
郁的果香、细嫩的果肉、饱满的果汁、美味的
口感，被称为“橘中爱马仕”。

从2001年的中国第一棵“红美人”柑橘在
象山选育试种，到如今种植面积达 3.5 万亩的
规模化种植，象山“红美人”柑橘实现了“亩均
超万美元”的高效益，是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千万工程”不仅带动了乡村美丽经济的
迭代升级，而且打开了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与
共同富裕的新引擎。2022 年，象山全县农业

总产值超过 160 亿元，居全省第二，全县实现
经营性收入 30 万元以下行政村和总收入 50
万元以下行政村“双清零”。

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关键还在人。在象
山，有这样三种人：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
他们以技术焕新乡村，以资本振兴乡村，以文
化滋养乡村。

“乡土专家”徐万土、国家级人才朱文荣、
杨光华分别带领渔业、农业、健康产业团队相
继落户，为村庄发展提供决策咨询、规划设
计、课题研究等智力支持，引导乡贤带资金、
带项目回归，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眼下，朱文荣创办的旭文海藻有限公司
让浒苔变成了热销海外的“抢手货”，直接带
动村民就业30余人、年增加村集体收入20万
元；盘活 600 亩闲置土地打造的“里海荷塘”
农旅综合项目，让村庄成了夏日网红打卡地；
在“里海荷塘”实践的“水稻+青蟹”“水稻+鹅”

“水稻+虾”综合种养模式，助力农田亩均产值
增加近万元，实现了稻渔“双丰收”。

这既是一条振兴共富之路，也是一条乡
村未来之路。

未来乡村建设，产业是核心。在象山，一
场“奔赴山海、象往新鲜”海洋渔文化核心 IP
的深耕打造，让每个未来乡村的资源禀赋都
有了展示的舞台。同时，未来元素与滨海韵
味的碰撞融合，正探索出一条农村多元化多
业态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产业为基 碧海银滩转化美丽经济产业为基 碧海银滩转化美丽经济

从“一时美”迈向“持久美”，美丽乡村，怎
么美得更长久？这就要面临乡村长久发展的
体制机制问题，象山以改革之举开启了乡村治
理现代化的先行探索。

借势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引进
了“西坡象山”高端精品民宿，为村集体增收
30万元；引进杭州一家公司打造的“诺漫营象
山最北营”露营基地，吸引了广大市民夏日体
验打卡⋯⋯近年来，贤庠镇青莱村以社会治
理现代化试点村建设为抓手，实现了从“落后

村”到“样板村”的华丽转身。
象山围绕宅基地管理迈出改革

“三部曲”，打开了乡村振兴的新
空间。“序化”，开展“一户多宅”

村庄梳理式改造，规范宅基
地建管秩序。“活化”，探索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
适度放开使用权政策空
间，激活乡村沉睡资源。

“转化”，以培育乡村发
展新动能为重心，开展农
村“ 三 抢 双 动 ”“ 双 招 双
引”，激活农村闲置资源的

“一池春水”。
截至目前，象山县累计发

放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不动

产证 132 本，盘活和利用宅基地（农房）近 15
万平方米；引进乡村产业项目 128 个、总投资
超 20 亿元；引进各类乡贤、农创客、新农人
600余人。

在“千万工程”的背后，是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机制，是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
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乡村治理千头万绪，如何确保大家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象山坚持把村民说事作
为“千万工程”的治理解法，将“说、议、办、评”
四大环节贯穿“四治融合”全过程，让 90%以
上矛盾纠纷化解在镇村基层，相关做法写入中
央一号文件。

入选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线上“村
民说事”，方便在外村民参与线上说事、线上表
决和线上会议，注册村民达4.3万人，日均活跃
度超 3000 人次，让村民出门在外还能为村里
的发展献计献策。

象山纵深推进“千万工程”，始终坚持塑
形与铸魂并重，以内外兼修为美，打造身有所
栖、心有所依的和美家园。

今天的象山盛事在即，亚帆中心已经进
入紧张忙碌的亚运模式。站在观景台俯瞰，

“半山半海”间，点点白帆随着海风在海上摇
曳。去乡村且停且行，尽览“万象山海图”的
山海美景，奔赴一场美丽的乡愁之约。

深化改革 探索乡村治理现代化先行

东海半边山东海半边山

黄避岙黄鱼牧场黄避岙黄鱼牧场

2003 年以来，象山持之以恒推进

“千万工程”和美丽乡村建设。

二十年久久为功，象山塑造乡村

之型、夯实乡村之基、抒写乡村之韵、

提升乡村之治、拓宽乡村之路，绘出了

一幅海上“富春山居图”。

以象山鹤浦镇大沙村为例，近年

来，贯彻执行“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和海

岛风光的优势”的重要指示，通过沿海

植物造景、观景平台、边坡生态设计等

一系列整治工程，迎来了海岛乡村的蜕

变。一句“面朝大海，我们一起安营扎

寨”的口号，吸引无数游客纷至沓来。

以“千万工程”统领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建设，为未来乡村发展定下目

标。象山通过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塑造乡村风貌新气质，持续探索共同

富裕新路径。

绘一幅
海上“富春山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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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美丽海岸线转化为“美丽经济带”

象山 海上明月共潮生
仇 欢 应 磊 赵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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