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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象山县大目洋龙洞山顶，一座
“八一台风纪念碑”巍然挺立，提醒着象
山人要“以人为本，力保百姓安居乐业；
以海为伴，力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
防为先，力求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永续
发展”。

从抗台到防台，一字之差，折射人
海和谐价值转变。象山牢牢记住“宁可
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
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宁可信其来，
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
科学防台理念，近二十年来，实现“零伤
亡”。

人与海的关系，贯穿人类发展史。
从对抗，到融合，象山闯出了一条人海
和谐新路径。

自 2004 年首次发现“神话之鸟”中
华凤头燕鸥以来，象山发起了一场声势
浩大的“护岛爱鸟”专项行动，并成功开
展国内首个人工引导鸟类选择繁殖地
试验，在韭山列岛上已孵化了至少 179
只，占全球繁殖总量的80%以上。

而今，一度绝迹 63 年之久的“神话
之鸟”已不再神秘，它们自由翱翔在海
天之间。

这一发生在象山北纬 30 度最美海
岸线上的美好故事，成为生态中国、美
丽中国的一个缩影，彰显着社会各界对
野生动物的爱护、对大自然的尊重。

在象山，一场跟时间赛跑的抹香
鲸救援行动，创造了地球家园生命拯
救生命的奇迹。这个故事被改编成国
内首个滨海场景演艺秀——《渔光之
城》，以石浦独特的山、城、海、港、岛作
为场景展现的重要载体，并延续到虚
拟时空——亚运会期间，向全世界展示
山、海、城、人和谐共处的视觉盛宴。

象山与海的故事丰富着生态文明
的案例，勾画着海上“两山”新图景。最
近几年，“山水精灵”悄然增多，“神话之
鸟”缘定铁墩屿，消失的大黄鱼又回来
了⋯⋯象山传递出“生命至上、人海和
谐”的理念跨越国别疆界隔阂。

象山人缘海而居，与鱼相伴。在与
海洋共生共存的大舞台上，渔民义不容
辞地成了海洋的代言人。

去年底，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
中，象山守护“神话之鸟”、拯救抹香鲸
故事以视频的形式正式亮相大会“中国
角边会”。视频中，成群结队的海鸟盘
旋在韭山列岛上空；庞大的抹香鲸在象
山沿海海域被救后，游向深海⋯⋯

1998 年，面对海洋环境恶化，象山
渔民就发出了“保护海洋”的强烈呼吁，
率先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延长东海渔
区休渔期的建议，并被采纳。25 年来，

“善待海洋就是善待人类自己”的宣言

从未更改。
保护海洋，象山刀刃向内，启动声

势浩大的“减船转产”行动——随着一
声“拆解”令下，现场机器声隆隆，火花
四溅，一艘艘老旧、高危等有安全隐患
的 渔 船 被 一 一 拆 解 。 出 台《象 山 县
2021—2024 年度国内捕捞渔船减船转
产实施办法》，维护渔业持续健康绿色
发展。目前，已经减船千余艘。

近年来，象山以陆海统筹、协同保
护为引领，持续擦亮碧海银滩的生态底
色。最近三年来，象山累计修复海岸线
93.1千米，整治修复和保护海岛5个。

结合“北纬30度最美海岸线”建设，
象山推动贯通沿海南北的大陆海岸线，
串联滩涂、岸线景观、特色港湾、特色小
镇，努力建成绿色生态廊道、客流交通
廊道、历史文化廊道、休闲旅游廊道、美
丽经济廊道“五廊合一”的生态海岸带。

在保护海洋中经略海洋，象山前瞻
性的改革不断丰富发展的路径。对象
山而言，在保护的基础上利用好海洋资
源，也是人海和谐的题中之义。

推窗见海看日出、闭户听潮⋯⋯每
当节假日，象山小渔村沙塘湾村游客盈
门。从象山石浦镇区出发，穿过一条隧
道，眼前便豁然开朗。沙塘湾村三面靠
山一面朝海，东海环抱着月牙形的滩
涂，老屋沿着山势错落而建。

作为象山最早一批宅基地“三权分
置”试点村，沙塘湾村采取“统一流转、
招商引资”的方式，将村民老屋的使用
权统一租赁，对外招商，引来民宿产业，
曾经闲置的老屋正在复苏。

“三权分置”，打通资本人才下乡渠
道，增强农村活力。由老屋改造的民宿
成为新引擎，给乡村发展带来新动力。

2016 年起，沙塘湾村集体和 81 户
农户签订闲置房屋集中流转协议，先后
吸引社会投资 3500 万元。目前，全村
近八成的村民签订老屋流转协议。沙
塘湾村村委会副主任李志龙的老屋已
经被确权租用，经过重新设计打造成了
精品民宿，“100多平方米的破旧老房子
变成了功能齐备的新房子，每年还有 1
万多元的额外收入。”

不只是宅基地“三权分置”，象山还
开展养殖用海“三权分置”、海域分层确
权改革。

海洋大县象山县海域使用大步迈
入“立体”时代。为此，象山探索建立海
上“两山合作社”，成立了海上两山生态
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启动生态产品价值
转化应用系统开发，拓宽海上“两山”生
态价值转化通道，累计盘活资源资产
503.9亿元。

一幅现代版“万象山海图”正在徐
徐展开。

境界之变：人海和谐绘盛景

象山之变象山之变：：从千帆竞发到万物开源从千帆竞发到万物开源
应 磊

海洋，蕴含着丰富的资源，意味着无穷的潜力。开发海洋、经略海洋，拓展蓝色经济空间，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业。

“八八战略”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点。

2003年8月召开的浙江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拉开了浙江加快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序幕。也是在这一年，宁波市象山县正式开启了发展海洋经济的崭新篇章。

“八八战略”实施20年来，象山县始终牢记嘱托，把发展海洋经济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坚持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发挥优势、寻找差距，大力实施“海洋强县”战略，全力推进海洋经济快速发展，全面推动象山由海洋资源大县向海洋

经济强县高质量发展。近年来，象山海洋经济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海洋经济产业发展蒸蒸日上，海洋经济改革创新活力迸发⋯⋯

今天的象山，正从以“老渔船、小海鲜”而闻名的生态后花园，逐渐蝶变为兼有“大帆船、新经济”气象的滨海大花园，加速从传统渔业的千帆竞发，向海洋经济的“万物开源”跃升。

“站在海上看象山、站在未来看象山”，全方位推进空间重整、产
业重构、价值重估。

“青年与海”，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象山拿出最大的诚意，让年轻人唱主角。

高塘岛滩涂光伏发电项目高塘岛滩涂光伏发电项目

扬帆东海岸扬帆东海岸

象山人一次次打破地理阻隔，去闯荡更广阔的世界。

象山传递出“生命至上、人海和谐”的理念。

松兰山海岸线松兰山海岸线

亚运会沙滩排球比赛亚运会沙滩排球比赛

亚运会运动员赛前训练亚运会运动员赛前训练

象山半边山沙滩象山半边山沙滩，，游客乐享飞盘运动游客乐享飞盘运动

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离地几百英
尺的风力发电装置高效运行，其核心电
控装置产自象山企业——锦浪科技。因
为一个小小的光伏逆变器，小县城象山
竟意外地参与到新能源产业的崛起。

几天前，企业创始人王一鸣高擎亚
运火炬，奔跑在宁波海岸线。时光倒溯，
十几年前，他大概不会想到自己能够亲
身经历产业变革的浪潮——2005 年 8
月，年仅24岁的王一鸣带着自己攒下的
奖学金，回到老家象山创办锦浪科技，由
此开始创业之旅。17 年后，这家企业总
市值一度突破千亿元。

如今，由锦浪制造的逆变器，有力地
“跳动”在美国邮政洛杉矶分拣中心、
G20峰会等国内外标杆项目的发电装置
里，产品出货量全球前三。

锦浪的传奇故事，某种程度上也是
象山这个小县城，抢抓海洋时代、轨交时
代、双碳时代、亚运时代的重大机遇，聚焦
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持续加快探索以
海洋经济为底色的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

观察近些年象山产业转型升级的历
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趋势：象山的产
业“海洋味”“科技味”越来越浓。

以传统海洋产业中的海洋渔业为
例，因为科技的加持，靠海吃海也有了新

吃法。走进象山港湾水产苗种有限公
司，育苗池里岱衢族大黄鱼、赤点石斑
鱼、翡翠斑等10多个品种色彩斑斓。这
里也是浙江省内海水鱼品种最全、数量
最多的原良种库。

这些年，象山企业与10多家单位达
成产学研合作，先后进行“海鳗人工繁殖
与苗种培育技术研究”“日本鬼鲉人工繁
育关键技术研究”等探索性研究，攻克了
银鲳全人工繁育等一系列技术难题，整
体技术已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在象山，海洋新能源产业正全面起
势。总投资达 50 亿元的国电象山海上
风电场二期工程已开启全面建设阶段，
中国海装象山大型海上风电智能化装备
产业园项目正在建设⋯⋯

资源禀赋和先发优势加持下，一批关
联产业项目加速落地，涌现出锦浪科技、
日星铸业等一批龙头企业，新引进中船海
装、日风电气等一批知名企业，产业覆盖
风电轮毂、机舱罩、叶片、变流器、光伏逆
变器等，象山新能源产业已初具规模。

眼下，象山县非水可再生能源装机
容量约100万千瓦，居全省第二，未来象
山海上风电规划装机容量可达千万千瓦
级。迎来双碳时代，象山还在加快谋划
推进一批风光核储氢、源网荷储链等未

来产业，进一步打通“碧海银滩”向“金山
银山”转化通道。

具体而言，用什么样的产业匹配象山
的资源？从产业基础、资源优势、发展空间
三个逻辑起点出发，他们深挖家底，量身设
计。去年的“万物开源”海洋双创大会上，
象山发布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即“才
能兼备、余生有幸”八条目标产业链——

通过这八个字，象山进一步理解海
洋经济，明确目标和方向：“才”就是功能
材料，“能”就是绿色能源，“兼”就是船舶
建造，“备”就是临港装备；“余”就是现代
渔业，“生”就是海洋生物，“有”就是滨海
旅游，“幸”就是海洋信息。

象山人已经认识到，海洋经济是赶
超发展最大的增量与变量。这些赛道
上，不少企业已经开始加速奔跑。浙江
钰烯腐蚀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就在海洋防
腐新材料研发中心闯出新天地。像这样
立足本地优势资源，寻找发展空间的企
业还有很多。

目前，象山正对标省“415X”先进制
造业集群建设，加快推动海洋经济“四链
融合”，促进八条目标产业链延链成群，
构建千亿级标志性产业集群。去年，象
山海洋经济生产总值超过 220 亿元，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30%。

产业升级是以科技人才为基础,科
技人才从哪里来？象山的做法是有针对
性地打造一批海洋科研平台，建设一批科
研基础设施：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南方
中心、与上海海洋大学合作共建的水产品
精深加工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象山
依托各大创新平台，近年来新引进7个研
发团队近300名研发人员。

在象山，人才和城市，是一场双向奔
赴。去年开始，象山打出一套“青年与海”
人才组合拳，设计了“海洋科创、海洋艺术、
海洋运动、海洋生态、海洋生活”5条跑道，
吸引更多青年才俊奔赴山海、共创未来。

象山拿出最大的诚意，让年轻人唱
主角。当地提出“青年与海城市合伙人”
理念，聘任了一批在各自领域具有一定
影响力的“8090”后，吸引他们在象山扎
根创业创新。

动能之变：科技兴海产业新

几场推介会，让不少象山本地人感
叹：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家乡——

2021年4月7日，上海。一场以“城
市价值”为主题的推介会，象山县领导以
PPT 的方式，介绍象山的资源、优势，描
摹象山发展的美好蓝图，向沪上企业界
抛去橄榄枝。

2022 年 7 月 1 日，宁波。会议的正
式名称是：象山城市空间价值发布会，该
县领导介绍了象山全力打造产业空间、
城市空间、美丽空间和乡愁空间的思路
举措。

2023年5月20日，杭州。象山把乡
村产业空间推介会放在中国美术学院象
山校区，县领导亲自推介滨海乡村区块，
邀请各界朋友挖掘象山最美海岸线“隐
秘的角落”。

三场推介会，同一个关键词：价值。
更进一步说，是海洋的立体转化价值。

象山人喜欢说，海洋是象山最大的
资源。的确，从资源条件看，象山拥有
988公里绵长海岸线，505个岛屿星罗棋
布，海洋生物资源总量居浙江省第一。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象山的经济
发展对海洋的倚重并不明显。“向海要
地”用来搞养殖或建工厂，或者说传统的
发展思维更多的是由站在陆地上看海洋
的思维惯性决定。

城市价值的重估，往往来源于它的
发展契机。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深
圳、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浦东⋯⋯这
些年，一股在蓝色疆域开疆拓土的“海洋
热”开始袭来——探索建设“全球中心海
洋城市”成为沿海城市服务海洋强国战
略的一大发力点。

综观全球城市体系，70%的大城市
集中于距海岸 100 公里的海岸带地区，
这些城市普遍经济发达、综合实力强、国
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大，牢牢占据世界城
市的第一序列。

宁波要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在
2020 年、2021 年浙江省两会上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都提到了这件大事。2022
年，宁波市出台了《宁波市加快发展海洋
经济 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行动纲要
(2021—2025年)》。

这是属于象山的发展契机！如今，
象山打出“土地空间换产业、海洋资源换
产业、人才招引换产业”的组合拳，突出
变革重生、改革赋能。

结合本地实际，象山随后印发的《做
强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打造全球海洋中
心城市重要功能区行动计划》中，对自身
发展给出的定位是“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重要功能区”。

底气来自资源，更来自基础。早在
2018 年底，以象山半岛为主体的国家级

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成功获批，象
山编制《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主体
区建设实施方案》，将海洋经济发展示范
区建设列为县委一号课题。

那时，象山就已经在布局海洋工程
装备、海洋智慧科技、海洋旅游（影视休
闲）、渔港经济四大功能区块。特别是，
围绕“海、港、湾、岛、滩、涂”等独特空间
资源优势，积极打造“海洋+”产业平台，
发展海洋高新技术产业。

新一轮的区域竞争、城市竞争空前
激烈的当下，象山人已经深刻地认识到，
新时代，如果想要在未来掘金蓝海，就不
能依旧沿用传统逻辑来思考发展，必须
跳出原有思维的窠臼，积极创新发展思
路——从“由陆观海”到“由海观陆”。

“向海图强，象山已经有了未来冲刺
到千亿阵营的最根本动力，因为现在对
于这个半岛小县而言，有了更多发展动
力才是最实在的事情，利用海洋建立起
一个最强的经济堡垒，这也是许多区县
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所在。”浙江省发规院
首席研究员秦诗立说。

在象山县委主要负责人看来，建设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重要功能区，必须学
会“站在海上看象山、站在未来看象山”，
全方位推进空间重整、产业重构、价值重
估。开启象山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的各种
可能性。

目标已经谋定，象山编制全省首个
县级海岸带综合发展规划，明确产业发
展定位，在保护中利用海岸线资源。在
这个海岸带，象山正在打造时尚东海岸、
潮隐西海岸、风情石浦港、斑斓西沪港 4
条标志性海岸带。

组团发展，潮隐西海岸所在的象山
环蟹钳港共富样板区成为热门旅游目的
地。在环蟹钳港共富样板区，象山有针
对性布局产业，依托象山影视城这一龙
头，实现旅游资源互补配套，培育产业
链。如今，该区域的集聚效果显著，茅洋
乡128多家民宿，日常入住率超六成。

产业火热，旅游从业者尝到甜头。
茅洋乡白岩下村通过环境改造，转身宋
韵小村。“朴舍”是村里最早的宋韵民宿，
已经成为网红打卡点，节假日游客盈门。

接下来，象山将以海洋资源作为基
础，进行深度和广度开发，充分体现海洋
核心竞争力，形成具有自身特色、实力较
强的海洋经济结构、海洋文化特色和海
洋城市品质。

理念之变：向海图强天地阔

夏秋之交，海风和畅，象山港跨海
大桥一侧，打桩船隆隆声作响，重约
145 吨的钢护筒被缓缓打入海底，国内
首座市域（郊）铁路跨海大桥——宁波
市域铁路象山港大桥建设正酣。

人们总是喜欢用进入某个“时代”
来表达特定事件对一个区域的重要意
义。象山人会记住这一天，2022年1月
14日，宁波市域铁路象山线先行节点工
程开工。开工以来，这项工程的进展牵
动着所有象山人的心，标志着象山半岛
开启了从高速时代迈向轨交时代的新
格局。

宁波市域铁路象山线是象山与宁
波城市交通的快速通道，将是改变象山
交通格局的重大支点，也让正在全力打
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宁波更紧密拥
抱海洋。

象山发展的历史上，最近十余年
可谓是颠覆性的。十多年前的 2012 年
12 月 29 日，全长 6.7 公里的象山港大

桥 正 式 通 车 ，留 下 了 浓 墨 重 彩 的 一
笔。这座桥让发展重心进一步向滨海
转移，彻底改变了象山半岛“交通末
梢”的地位。

半岛出行难，象山人盼着走出去。
从当年的摆渡船出行，再到高速出行，
如今即将迎来轨道交通，象山人一次次
打破地理阻隔，去闯荡更广阔的世界。

50 年前，象山青年郑宏舫用了整
整一天来到黄浦江畔。当时的他，一定
不会到，50 年后将参与家乡的轨道交
通建设。一把泥刀、一个灰桶，在上海，
郑宏舫迈出改变命运的第一步。搭建
简易房屋、修灌下水道，一个个小项目
开始，在大上海扎下了根。1994 年，他
成立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闯出
大生意。

上世纪 90 年代，上海掀起高架桥
建设的高潮。有人做过统计，上海至少
有五分之一的高架桥都出自宏润之
手。现在，宏润已经成为轨道交通建设
行业的领军企业，参与宁波市域铁路象
山线的建设。

象山人的地域性格形成，海洋一定
产生重要影响。去大海里拼生存，敢于
走出去、敢于闯荡，已经成为象山人的
性格标签。

走出去，引进来，一进一出，带来具
体而生动的活力。谁能想到，盛产东海
海鲜的象山会因为三文鱼、帝王蟹而被
关注。

去年，象山“游来”了三文鱼。来自
北欧的 105 万颗鲑鱼鱼卵，在北欧（中
国）鲑鱼 RAS 陆基养殖场内陆续孵化
成长，膘肥体壮的大西洋鲑鱼预计将明
年初“游上市场”。

今年 2 月 10 日，载有 14 吨野生俄
罗斯活体帝王蟹的渔船“亚历山大”轮
靠泊象山石浦新港码头。帝王蟹将从
象山“爬”上长三角的餐桌，实现象山口
岸鲜活水产品进口贸易“零”的突破。

看中石浦口岸海关一站式查验、海
港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口岸等独特
优势，宁波申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将长
期从象山进口鲜活水产品。

开放格局大拓展，象山正加快“四
港联动”，主动融入宁波舟山港发展，加
快完善港口基础设施，健全港区集疏运
体系，大力发展水陆联运、水水中转等
港航服务业。

目前，象山口岸开放工作取得重大
进展，象山县可利用水陆域范围开放前期
工作全部完成。今年，象山正在加快建设
象山港、石浦港口岸监管区和配套航道。

高水平开放，让象山有了站在世界
聚光灯下的底气。目前，象山正在举办
杭州亚运会帆船、沙滩排球赛事，两大
赛事将产生 16 枚金牌，25 个国家和地
区、550名运动员和技术官员参加。

这是象山亮相世界的一次高光时
刻。他们以主办姿态扛起协办责任，全
员行动，系统推进办赛各项工作，让亚
运因象山而精彩，让象山因亚运更
出彩。迎来亚运时代，象山萌
生新梦想：有朝一日，象山
将成为长三角的海洋运
动中心。

格局之变：海洋开放满眼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