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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洞头头

温州洞头“蓝色海湾”整治作为典
型案例获自然资源部推介；社会资本参
与“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做法被写入《中
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探索
实践“洞头诸湾·共富海上花园”EOD模
式，进一步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转化路径⋯⋯

因海而兴的洞头，多年来，立足海
上花园建设定位，依靠海洋环境优势，
做足“海”字文章，通过高水平生态环境
保护，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
新优势。

海洋海岛生态的持续改善，让海岛
群众换了一种方式“靠海吃海”，走出了
一条既彰显海韵、又留住乡愁的绿色发
展道路。截至目前，洞头共修复10个被
过度挖掘、侵蚀退化的沙砾滩，面积 15
万平方米，累计修复岸线 23.73 公里；形
成 15 个民宿村集群、民宿 684 家，民宿
村户均年收入超15万元。以此为契机，
洞头加快打造国际生态旅游岛，推进国
有景区年轻化改造项目，开演国内首部
海上实景演艺秀《向洞头》，统筹推进省
海岛公园、省级旅游度假区等高级别旅
游品牌创建。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已成为旅游网
红打卡地。利用 302 个海岛的资源禀
赋，以“一岛一主题、一岛一特色”差异
化发展为目标，洞头谋划招引一大批文
旅项目，实现了从“岛上游”向“海上游”
拓展，从“白天游”向“晚上游”延伸，从

“观光游”向“时尚游”转变。数据显示，
今年1月至8月，洞头累计接待游客274
万人次，同比增长3.46%，其中过夜游客
115.72万人次，同比增长9.25%。

紧盯企业需求小切口，洞头以最大
诚意，多举措推动营商环境焕发更大活
力和动能。谋划构建“1+3+N”企服格
局，汇聚发改、科技等 13 家涉企服务力
量，归集市场、社会侧机构28家，建立起
高效问题闭环处置机制；聚焦科创企业
融资难题，为企业科技研发“上保险”；
围绕商事登记、场地、用工、经营、权益
保护、注销等重点环节，让开办民宿更
容易；洞头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围绕营
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全面
落地 261 项增值服务事项，为企业提供
贴心服务，进一步增强了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信心和底气。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增值化为企
服务新生态的加速构建，推动洞头产业
转型升级再提速。

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项目核心区
已明确落户洞头，达产后最高可满足每
年 660 万千瓦深远海风电资源开发需
求，具备辐射华东乃至全国的供应能
力；投资12亿元的全国单体最大智慧化
冷链物流中心项目开工建设；投资24亿
元的华港LNG项目（一期）建成投产；投
资 10 亿元的海上风电总部及总装基地
项目（一期）今年内建成投产；投资29亿
元的洞头2号海上风电场项目争取今年
内主体开工⋯⋯

总投资 78.5 亿元的甬莞高速洞头
支线项目开工；S211 省道洞头峡跨海
大桥合龙在即；状元岙港区 5#—6#泊
位主体完工，建成浙南等级最高的深水
航道⋯⋯眼下的洞头正全面推进“外快
交通、内畅交通、海上交通、旅游交通、
惠民交通、美丽交通、智慧交通、平安交

通”建设，谋划形成“三纵三横、三铁三
港”综合交通运输网络骨架，30 分钟抵
达温州东枢纽、45分钟抵达中心城区、2
小时通达长三角核心城区的交通时空
圈“呼之欲出”。

下一步，洞头将聚焦特色产业，因
地制宜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大力培育
以海上风电母港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加
快打造高能级海洋科创平台，形成“头
部企业+中小微企业+服务环境”创新生
态圈。以浙南冷链物流中心等一批高
能级产业项目作为基础支撑，构建通
道、物流、产业融合互促的新格局。创
新渔港经济区发展模式，健全渔港渔旅
融合可持续发展机制，加快建成未来渔
港数字化平台，激发渔港经济发展新动
能。深化旅游产业融合模式，创新布局
业态招店引流方式，以多元化组合吸引
游客；规划旅游赛事，打造旅游淡季“海
岛狂欢季”。

改出澎湃动力 为发展赋能改出澎湃动力 为发展赋能

改革成果“看得见”“摸得着”，百姓
喜闻乐见。近年来，洞头区坚持将民生
小事，当成“幸福要事”来办，让海岛群众
更有获得感，成为浙江建立健全为民办
实事长效机制的生动缩影。

“出海作业，再不用担心缺药了。”随
着东海全面开渔，对家住洞头区北岙街
道的渔民章忠林来说，今年出海作业更
安心了。

洞头现有从事远洋渔业捕捞的渔民
有近 3000 人。此前因医保单次购药限
制，一些长期出海作业的渔民常为带药发
愁。今年8月，温州市医疗保障局洞头分
局以增值医保服务为切入点，联动卫健等
相关部门，实地走访、登船问需，探索实施

“渔民长期出海带药备案”制度。不少像
章忠林一样从事远洋渔业捕捞且有长期
用药需求的渔民，如今多了份“医”靠。

渔民出海有保障，渔嫂致富添路径。
渔嫂就业难，此前群众多有反映。

为此，洞头亮出“渔家厨娘”新招牌，开设
“渔家厨娘”技能提升班，采取“小班化教
学、启发式讲授、互动式交流、探究式讨
论”授课模式，帮助渔嫂提高烹美食、讲
故事、说旅游的技能水平，打造“渔家厨
娘”队伍。累计培育的800余位厨娘中，
近70%为中低收入群体，既带动了就业，
又为民宿产业、文旅发展盘活人力资源。

渔家厨娘队伍的壮大，也为培育乡
村新产业新业态带来更多可能。洞头深
入推进“三支队伍”建设，坚持党建引领，
整合洞头区总工会、东屏街道等资源合
力成立渔家厨娘渔农产品加工专业合作

社。“各成员以资金或技术形式入股，每
个业务板块都有一位带头人，既分组协
作，又集中调配。”合作社负责人陈素李
介绍，合作社目前面向洞头全域统一接
单、派单，除常态化举办厝边村宴外，还
推出厨娘研学、厨娘小包团、上门代厨、
伴手礼制作、社区团购等业务。

业务越来越多，厨娘的收入也跟着
水涨船高。融合风情晚会、市集等体验
活动的主题村宴，更成为当地引流旺旅
的新手段。东岙顶村相关负责人表示，
村宴举办期间，当地60多家民宿的平
均入住率能达到 80%以上，较平日
增加约三成。

民生无小事。为健全为民
办实事长效机制，洞头区创新
推出“幸福要事”行动，围绕便民
利民、结对帮困、交通出行、基础设
施、群众活动、公共服务、环境改善等
七个方面，采用“线下走访问需+线上
智能采集”，常态化梳理归集群众急难愁
盼关键小事，打造“幸福要事”诉求库，动
态办成1652件“幸福要事”，让海岛群众
生活提质、幸福加码。

办好“幸福要事”为民生解难办好“幸福要事”为民生解难

以高效改革为海岛发展蓄势赋能以高效改革为海岛发展蓄势赋能
赵琛璋 王 俊

潮起东海滨潮起东海滨，，改革之势奔涌改革之势奔涌。。

温州市委温州市委、、市政府此前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市政府此前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五城三园五城三园”（”（海上花园海上花园））建设工作时提出建设工作时提出，，温州打造拥江滨海花园城市方向在海温州打造拥江滨海花园城市方向在海，，海上花园是点睛之笔海上花园是点睛之笔；；

发展新质生产力潜力在海发展新质生产力潜力在海，，海上花园是先发之地海上花园是先发之地；；建设开放大通道命脉在海建设开放大通道命脉在海，，海上花园是战略之要海上花园是战略之要。。

海洋是温州洞头的最大优势海洋是温州洞头的最大优势、、最大潜力最大潜力、、最大发展空间最大发展空间。。牢记殷殷嘱托牢记殷殷嘱托，，首次被纳入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的洞头首次被纳入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的洞头，，聚焦强城聚焦强城、、兴港兴港、、旺旺

旅旅，，以改革驱动海洋经济发展以改革驱动海洋经济发展，，不断激发不断激发““海霞精神海霞精神””力量力量，，加快建设海上花园加快建设海上花园，，努力为温州提速打造努力为温州提速打造““全省第三极全省第三极””增色添彩增色添彩。。

一说到洞头，大家自然而然会联想
到“海霞”。“海霞精神”是洞头人民宝贵
的精神财富。

成功捧回全国平安建设最高荣誉
“长安杯”，夺得全省首批“二星平安金
鼎”，实现省平安区“十九连创”⋯⋯回望
20 年来平安建设之路，洞头将“海霞精
神”的实践，从“军民联防守海疆”向“干
群联防保平安”转型，“干群联防、就地化
解”成为“海上枫桥”的鲜明标识。20 年
来，全区矛调成功率达99.5%，其中九成
以上有民间力量参与。

为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洞头组建由公安、“海霞妈妈”、洞头
先锋女子民兵连等力量构成的“红绿蓝”
三色巡防队，融入平安巡逻、矛调化解、
应急救援等领域。

作为温州市唯一的海岛区，洞头区
海域面积 2709 平方公里、岛屿 302 个，
有各类船舶1300余艘，涉海涉渔从业人
员7800多人。近年来，洞头聚力破解海
区治理执法力量散、矛盾纠纷多、救助能
力弱等问题，大力实施海区治理综合集
成改革，设立“海上一支队伍管执法”，整
合公安、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等涉海涉渔
职能部门12家，归集海上执法“一件事”
435 项，实现海上执法“一个口子对外、
一个口径指挥、一支队伍运行”。

运用数字化赋能改革智治，创研“海

翼”智控平台等智慧化治理手段，实现对
海上关键部位及船舶的“全息感知、云上
监控”，有效提升社会治理的精准度和效
率。

通过建立“村社议事”模式、推广“两
地双评议”机制等举措，让老百姓自己的
事自己商量解决，形成“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良好局面。

经过 60 多年的不断传承，“海霞精
神”如同一面旗、一团火、一盏灯，辐射感
召着更多人。海霞妈妈志愿者服务总
队、海霞女子电力服务队、海霞顺风车联
盟、海霞女子散文社、红十字海霞应急救
援队⋯⋯越来越多的洞头人以“海霞”的
名义上孤岛、走渔村、进企业、到社区，开
展各类公益服务活动，在实践中不断丰
富“海霞”的内涵。

以海霞精神引领实施文化基因激活
工程也在谋划中。在文化事业、文旅产
业等方面开展社会化应用，迭代海霞国
防体验、海霞军营开放日、海霞红歌等
IP 场景，推动“海霞精神”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同时，深化全域“研学+旅
游”融合发展体系，推进与贝雕、渔民画
等特色工艺品转化延展，探索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社会多方联动的发展路径，提
升文化影响力。

眼下，温州“强城行动”战鼓越擂越
响，伴随着奋力冲刺万亿级地区生产总
值、千万级常住人口“双万”的铿锵脚步，
洞头提出以“强城、兴港、旺旅”为支撑，
加快建设名副其实的海上花园。而这一
宏伟蓝图的实现，更离不开新时代“海霞
精神”的引领与激励。

如何以改革激发“海霞精神”力量？
洞头想到了“家”这个社会基本单元。今
年以来，洞头在全域范围内深入开展“海
霞精神”引领“好家风”建设，通过组织开
设“好家风 好传承”专题专栏、建立“好
家风”家庭“一户一档”、提升“好家风”家
庭信用等级等举措，形成“家家立家规、
户户传家风、人人当海霞、人人是海霞”
的良好社会氛围。

以改革持续推动产业聚变、赋能城市
蝶变、加快幸福跃变，扬帆破浪的洞头，正
加速推动建设名副其实的海上花园。

弘扬“海霞精神”为治理提效

海上花园出洞头

洞头风电零碳产业园智慧储能生产
基地投产

洞头风电零碳产业园智慧储能生产
基地投产

美轮美奂的洞头海岛烟花节

甬莞高速洞头支线效果图

渔家厨娘忙着为厝边村宴备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