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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势造景
打造美丽乡村新亮点
持续发力，层层递进的“千万工程”，

驱动茅洋乡村从“洁化”“美化”到“艺术
化”转变，造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去年，该乡加快深化美丽系列创建，
全面开展“一村一品一业”建设，白岩下
村、花墙村分别获评市、县级共同富裕示
范村，杨家岙村县级特色村、屠家园村新
时代美丽乡村达标村通过验收，溪口
村、文洋村农村综合改革项目全
面启动。扎实开展“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精特亮”等专项
行动，优化更新集镇区立
面改造、背街小巷整治、
综合管线改造以及人行
道绿化整治提升工程。

绿色生态是美丽乡
村建设的应有之义。茅
洋 乡 大 力 开 展“ 美 丽 茅
洋·清洁先行”志愿服务活
动，有序推进“三清三美”、环
蟹钳港环境整治等专项行动，
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
同治理，持续推进“三大革命”，稳步提高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污水处理率、垃圾
分类覆盖率。同时，不断加强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村庄美化、乱象治理、垃圾分类等
工作协同推进，全乡村党员群众全力投
入，为美丽乡村建设“增颜提质”，为“家门
口”的亚运盛会添彩增辉。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一
墙一文化，一路一风景，一村一风韵，重塑
乡村文化品质。近年来，茅洋乡积极探索

“艺术+”的方式，立足乡土资源优势，吸收
和引进高端艺术人才，把文化艺术与乡村
旅游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富具特色的艺术
赋能乡村振兴之路。

推动善治美，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
一公里”。启动茅洋乡环蟹钳港社会治理
示范区创建，持续擦亮“村民说事”品牌，
有效推动村庄发展，矛盾纠纷有效处理率
超过 90%；强化数字化改革，大力发展智
慧旅游、数字文旅，开展游客数量、停留时
长等各项数据实时监测，稳步落实茅洋

“码上行”项目，实现“吃玩住行”一码通。

农旅融合
探索兴村富民新模式
在乡间田野赏花海、闻稻香、观夕阳，

在蓝色大海旁伴海风、养身心、品海味⋯⋯
这是茅洋乡打造的海岛旅游一景。

作为象山环蟹钳港共同富裕样板区
建设的主阵地之一，该乡聚焦产业美，充
分激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
道，利用当地山水资源，先后形成海景玻
璃栈道、乡村欢乐世界、滩涂赶海乐园三
大核心景区，以市场化运作模式整合旅游
资源，拓展、策划旅游路线12条，开发旅游
文创产品12类，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毗邻蟹钳港是花墙村的一大特色。
推开窗，便是大海。在花墙村，临港而建
的民居成了当地最富海洋特色的民宿群，

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到来。在发挥海景优
势外，该村还将鱼鲞、苔条、沙蛤等“海派”
美食打造成乡村品牌，助推乡村振兴。

在银洋村，360 度环形高空玻璃漂流、
悬崖秋千、网红摇摆桥等惊险刺激的网红
项目激活了当地乡村发展涟漪。谁也不
曾想到，几年前，这个村庄还是一个交通
闭塞的小村，村民主要靠外出打工为生，
村集体经济更是捉襟见肘。

作为乡村先行者的白岩下村，因为一
条玻璃栈道打开了农民增收的通道。站

在海景平台上，远可眺大目湾
海上日出，近可观蟹钳港

日落。打响了“玻璃栈
道 ”这 块 金 字 招 牌

后，白岩下村旧貌
换新颜，激增的游
客 量 带 来 了 收
入，也激活了曾
外出求学、务工
的年轻人回乡创
业的热情。未来，

该村计划将山脚下

100 余亩土地开发的农场，打造成一个集
文化、体育、旅游于一体的立体式景区。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茅洋乡依
托蟹钳港旅游公司，深入推进市场化运
作，持续做好旅游景区规范化管理、旅游
业态市场化营销、乡村旅游品牌化创建，
做大做强旅游公司平台，新增岱山滑泥乐
园等景区 10 家，委托运营单位总数达 8
家；配合做好“去有海的地方追光”活动，
组织召开“潮隐西海岸”文旅消费季暨“宿
说茅洋”品牌发布启动仪式和“城乡面对
面 共富直通车”暨《宿说茅洋》品牌夏季
宁波推荐会，成功举办茅洋乡首届点心大
赛和“一村一品”展销会；丰富乡村欢乐世
界、青创农场等景点业态，举办乡村大马
戏、油菜花观光等活动，新增“大地咖吧”

“浑水摸鱼”“宋韵茶点”“围炉冰茶”等一
批滨海新消费场景，接待李惠利中学等千
人研学团 2 批次，“五一”假期及暑假期间
全乡民宿平均入驻率达85%。

茅洋的乡村旅游发展迅猛，规模不断
扩大、层次不断提升。如今，以花墙村、银
洋村、白岩下村为代表的茅洋乡“海岛村”
通过多元业态联动，带动全民参与，逐步构
建起大户外、大乡旅、大人文、大美食、大产
业等多元消费体系，奏响了共富新乐章。

绘制美丽“新底色”

黄避岙乡海岸线长 28.6 公里，拥有万
亩的优质滩涂，有着海湾、滩涂、山水的自
然底色。但如果时间倒流回20多年前，这
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20 年来，“千万工程”所到之处，乡村
大地就好像开启了“美颜”一样容光焕
发。黄避岙也不例外，蝶变的契机就是来
自整治。随着全面打响环境综合整治攻
坚战，黄避岙逐渐蝶变为“网红乡”，良好
的生态环境，浓郁的渔乡风情，让四方游
客一见倾心。

有人说，“千万工程”改变的不只是人
居环境。诚如斯言，“千万工程”仍在不断
迭代升级，让诗画乡村承载乡愁记忆、让
碧海青山注入振兴动力、让美好生活满足
百姓需求。

“美丽乡村要各美其美，滨海乡村更
要不一样！”2021年以来，黄避岙深化美丽
城镇创建，围绕“三清三美”工作，高标准
严要求美化乡村。滨海乡村不仅有山海
美景，更有底蕴深厚的文化资源，通过有
效整合资源，打造生态转化走在前沿、生
态文明深入人心、乡村治理智慧有效、乡
村环境优美怡人、基础设施完善便利、公
共服务城乡一体、文旅融合美丽经济的共
同富裕样本。

同时，黄避岙主动融入“大花园”建
设，推动美丽乡村差异化、功能化、片区化

发展，专项投入 1200 万元用于
新农村建设，完成黄避岙、

横塘等村庄梳理式改
造 2 个，骍角岙村完

成县级美丽乡村
特色村创建，鲁
家岙村通过省
级美丽宜居示
范村验收，高
泥 村 获 评 省
级未来乡村、
省级气候康养
村，点上示范、
线上精品、面上

风景的美丽乡村
格局持续巩固。

在“千万工程”的
指引下，黄避岙持续有序

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从环境美向发展美转
型，从而实现由表及里的全面提升。

打造蓝海“聚宝盆”

“千万工程”只有以业为基，才有持久
生命力。

曾几何时，三面环海黄避岙，村村靠
打鱼为生，在疾风劲浪里讨生活。西沪港
周而复始的潮水涨落带来了美景，更为黄
避岙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无穷的动能。

“千鱼万鱼的滋味，都比不上金灿灿
的大黄鱼。”大黄鱼，位列东海“四大海产”
之首，是黄避岙的“致富鱼”。该乡高泥村
拥有养殖面积3000余亩、网箱3200多只，
素有“浙江省黄鱼养殖第一村”的美誉，全
村超过 60%的村民从事网箱养殖，黄鱼年
产值超1亿元，成为村民稳定的致富来源。

大黄鱼也是一条“科技鱼”，从育苗到
养殖到售卖，都有科技助力加持。在黄鱼
生产培育上，黄避岙乡共有育苗公司3家，
对黄鱼培育有着专业的研究，水产专家会
精心挑选优质的“鱼爸鱼妈”进行培育，助
力大黄鱼从源头精品化。随着乡村振兴
战略不断深入实施，高泥村已经成了全国
文明村、省级特色精品村、省 3A 级景区
村、浙江省网箱养殖第一村。

除了海洋渔业，农业与旅游产业紧密
相融，也成为黄避岙的一道美丽风景。
在黄避岙乡，农村田野擦亮文化底色，大
力推动民生经济发展，不断激活乡村振兴
的“美丽因子”，“安澜别院”“水调歌头”等
精品民宿，镶嵌在斑斓海岸上熠熠生辉。
村民投身民宿产业，增加经济收入，真正
实现产业富民。

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培育美丽产业的
“基底”，黄避岙始终先行先试，在象山全县
乡镇中率先探索“海上两山”改革，加快推
动西沪港渔旅融合示范项目一期建设，谋
深做精黄鱼全产业链，走好海洋经济发展
共富路；进一步打造“耕海牧渔”消费新场
景，全力推进“北纬 30°斑斓海岸海洋运
动文化产业线”建设；依托藻类等资源优
势，谋划全国首单蓝碳拍卖交易，努力打通
生态资源变资产、变资本的通道。

“千万工程”进行时，与越来越美的乡
村匹配的，是越来越丰富的产业形态，黄
避岙正在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拓出一片片
新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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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是画亦是诗，是宁波市象山县黄避

岙乡真实的写照。

20载光阴，这个滨海乡村何以沧海桑田、气象万千？

作为象山融入宁波主城区的“桥头堡”，黄避岙以“千万工程”全域环境整治

为号角，从“犄角旮旯”到“名声在外”；将“美丽风景”化为“美丽经济”；从宜居到

宜业，从小康向共富⋯⋯美好愿景一一照进了现实。

乘着海风，踏着海浪，这座渔牧风情港湾门户海岛之乡正奔跑在“千万工

程”迭代升级的新航道上。

海岸边远眺壮阔海天，山林中领略古韵遗风，阡陌间欣赏生态野趣⋯⋯走进

宁波市象山县茅洋乡欣赏山海美景、体验特色民宿的省内外游客依旧络绎不绝。

“茅洋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的蓝图正进一步走向纵深，每个村都百花齐放，

才能成就全乡的春色满园。”该乡相关负责人说，茅洋把每一个村庄作为“景点”

来打造，因地制宜推动半岛乡村的美丽蝶变。

筑梦于乡野，奋斗于山海。如今，一个个兼具“颜值”和“气质”的村庄成为

茅洋践行“千万工程”战略的基本支点，展开了一幅村容整洁、农民增收、乡风文

明、宜居宜业的美丽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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