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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推进城乡融合调研行解剖麻雀系列②

念好绿色发展念好绿色发展““山海经山海经””
——来自强蛟镇的一线调研自强蛟镇的一线调研

沿象山港一带，分布着我市20多个乡镇。
近年来，随着渔业资源的衰退、近海污染的加剧，

“船多鱼少”的矛盾日益突出，渔业逐渐成为弱势产
业。在这一大环境下，土地等资源相对稀缺的沿海乡镇
面临发展的“十字路口”，产业转型势在必行。

地处象山港尾的宁海强蛟镇是个典型的半岛小镇，
海域面积大于陆域面积，陆域自然资源极其缺少。

近年来，依托丰富的海洋自然资源和省循环经济示
范区打造，强蛟“双轮驱动”，谋划“湾区经济”，走出
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成为宁海县最具活力的乡
镇之一。

“生态优先，念好绿色发展新的‘山海经’。”展望
未来，强蛟镇党委书记叶挺信心满怀。

一幢幢蓝白相间的楼房，一条
条洁净平整的村道，一处处富有特
色的景观⋯⋯穿行在强蛟镇区所在
地峡山的大街小巷，整洁的环境、
匠心独具的街头小品让人耳目一
新，一股浓郁地中海风情半岛小镇
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是强蛟镇镇村联动，高标准
打造富有海洋特色城镇带来的大变
样。

长期以来，受陆域面积少、人
口多等因素制约，强蛟城乡面貌落
后。特别是镇区基础设施薄弱，处
于“镇不像镇，村不像村”的状
况。

而与陆域脏乱差环境形成反差
的是宁海湾旖旎的海洋风光。强蛟
拥有横山岛、中央山岛、白石山岛
等 12 个 大 小 岛 屿 ， 海 域 水 色 碧
蓝，群岛披翠，鸥鹭翩跹。这让宁
海湾赢得了华东地区最美蓝湾的美
誉。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丰富的
海洋资源，为当地发展海洋休闲旅
游产业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机遇。然
而，落后的城镇面貌却成为强蛟打
造滨海旅游目的地的“软肋”。

在强蛟镇副镇长陈能统看来，
城镇面貌不改变，休闲旅游产业难
以成气候。“把‘房间’打扫干净
了，迎接客人的到来。”他形象地
说。

2018 年，强蛟迎来了创建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省级样板镇的契
机。在小城镇整治中，强蛟采取

“传统+现代”造景，力求美感。
“ 两 横 五 纵 ” 主 干 道 覆 盖 整 个 镇
区；老宅中拆下来的铜板石铺成两
公里长的特色滨海观景带；首次投
用夜光式变色海景栏杆；完成海岸
线环岛整治、白石山岛生态修复

⋯⋯项目投资之大，基础设施完善
之多，创下建镇以来之最。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强蛟设立 1000 万元专项扶
助资金，实施“九村百宿全景”乡
村旅游工程，把全域景观美化、美
丽乡村建设、农渔民增收与旅游业
发展有机融合，打响“美丽振兴”
攻坚战。去年年底，峡山成功跻身
浙江省 3A 级景区村庄，并入选第
五批中国传统村落。

“今年上蒲、骆家坑、薛上岙
3 个 村 又 申 报 创 建 3A 级 景 区 村
庄。力争 3 年内实现 A 级景区村庄
全覆盖。”镇旅游发展办主任何和
说。

峡山渔家风情、薛上岙五彩渔
村、骆家坑花海经济、加爵科摄影
胜地，强蛟已形成一村一景、一村
一韵的村落特色。

拥有 1879 户近 5000 人口的峡
山社区是一个典型的海边渔村，渔
业生产曾是其主要经济来源。如
今，整治后的优美环境为古渔村带
来了更多游客与商机，鱼鲞、风
鳗、牡蛎、海苔等海产品销售额超
过 1000 万元，转产渔民人均年收
入超过 10 万元。“村里计划将几十
个明清到民国时期的老四合院进行
整体规划，打造集历史记忆、文明
传 承 于 一 体 的 现 代 滨 海 旅 游 渔
村。”峡山社区党总支副书记何秀
君说。

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强蛟旅
游 “ 如 鱼 得 水 ”， 横 山 岛 高 端 民
宿、码头创意文化街区、长山岗
花海露营基地等一批项目相继落
户，宁海湾渔人风情节、半岛山
地越野马拉松、摩托艇海岛拉力
邀请赛等高规格活动和赛事应运
而生。

全域整治
打扫“房间”迎客来

眼下虽已是初冬时节，但游客
看海、玩海的热情依然不减。一到
周末，趁着天气晴好，上海、江苏
等地的游客或随团或自驾来到强蛟
镇，乘坐休闲渔船，吃船家餐，体
验渔家风情，和大海来一次亲密接
触。昔日冷清的强蛟码头人气满
满，热闹非凡。

这一切，年近六旬的强蛟峡山
村渔民尤福阳看在眼里，乐在心
里。

老尤 18 岁开始参加工作，做
了 30 多年渔民，没想到下半辈子
转行吃上了“旅游饭”。

2013 年，尤福阳和妻子尤芬
莲开上了编号为“33 号”的休闲
渔船，在强蛟近海一带从事“渔家
乐”。当年，经过公开招标，强蛟
第一批共推出了 30 艘休闲渔船，
拉开了规范、有序发展海洋休闲旅
游的大幕。

由渔转旅，这是强蛟镇党委政
府破解现实难题的一种“明智”选
择。

对我市的沿海渔区来说，这几
年随着浙江渔场修复和“一打三整
治”工作的持续推进，大量“三
无”渔船被取缔，不少以捕鱼为生
的渔民生计成了问题。就强蛟而
言，全镇有 141 艘“三无”渔船面
临被整治、取缔的境地，数量为宁
海县最多。

“ 祖 祖 辈 辈 以 打 鱼 为 生 的 渔
民，出路在哪里？”强蛟镇副镇长
余君说，发展休闲渔业，既契合宁
海发展全域旅游的大方向，又发挥
转产渔民一技之长解决了就业，稳
定了社会，不失为一条理想的途
径。

随着休闲渔业方兴未艾，越来
越多的渔民从传统捕捞业中抽身而
出，投入“海上渔家乐”这一新行
当。强蛟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邬
翱宇告诉笔者，休闲渔船通过承包
方式交给渔民经营，经营户每年上
交一万元的管理费，管理费主要用
于渔船保险和维修保养。目前，全
镇休闲渔船数量已有 60 艘。

借鉴农家乐的发展模式，“渔
家乐”就是凑齐 10 位左右游客包
船看海，体验拉网的快乐，捕获的
海鲜被精心烹饪成一桌色香味俱全
的“渔家宴”，透骨新鲜的特色船
餐不仅让人大快朵颐，还能让游客
享受亲自捕捞带来的成就感。

“和过去捕鱼相比，做‘渔家
乐’并不觉得辛苦。”尤福阳说，
他主打业务是做船餐，一年大约能
做 120 桌，营业额在 18 万元左右，

“忙的时候，夫妻俩做不过来，业
务还得分给其他船主”。

今年 35 岁的王明明是强蛟休
闲渔船船主中最年轻的一位。从捕
鱼到从事“渔家乐”，王明明逐步
适应了行业变化。他把船上生活拍
成小视频、制作抖音，然后发到朋
友圈，招徕生意，干得风生水起。

“政府大力扶持休闲渔业这一新业
态，在家门口就可挣到钱了。”对
于目前的生意，王明明感到很满
意。

宁海湾游客服务中心办公室负

责人林晓丹告诉笔者，每年 5 月至
10 月旅游是旺季，60 艘休闲渔船
供不应求，上下午连轴转，来来往
往班班客满。

因其特色鲜明，强蛟休闲“渔
家乐”吸引了大批苏浙沪等地游客
慕名而来。今年 9 月，强蛟游客接
待中心和宁海湾农特产品展销中心
投入运营。占地 3000 平方米的游
客接待中心是由闲置已久的海港冷
冻厂改造而成，既盘活了国有资
产，又通过招商引进经营团队，解
决了团队游客就餐难题。

游客量的持续增长，为“渔家
乐”带来了更多的客源，也不断提
升着强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据测
算，今年强蛟镇游客人数可达到
25 万人次，旅游收入 1580 万元，
分别比去年增长 23%、35%。

傍晚时分，碧波万顷的宁海
湾，一艘艘休闲渔船紧挨着停靠在
峡山码头，随波轻轻摇荡，煞是壮
观。强蛟滨海特色旅游正呈现出全
新活力。

由渔转旅 现实选择催生新业态

海洋旅游的兴起，为强蛟经济
培育了新的增长极，也为这个半岛
小镇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作为新兴
产业，旅游经济还不足以撑起强蛟
经济的一片天。

“无工不富”，弹丸之地的强蛟
也在谋求“强工”之道。

“发挥滨海资源优势，融合海
湾、海岸开发。”强蛟镇副镇长戴
巧敏表示，利用得天独厚的临港优
势，制造业和旅游业双轮驱动。

借助宁海湾循环经济开发区被
列入浙江省循环经济示范区的机
会，强蛟深挖循环经济产业潜力，
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

沿着滨海主干道进入临港开发
区，浙江国华宁海电厂、海螺水
泥、北新建材、浙能脱硝催化剂、
得力海纳节能等一批大型企业映入
眼帘，入园企业 30 余家。

戴巧敏告诉笔者，开发区内的
许多企业“吃”的是废料，产出的
是“黄金”，低污染、节约资源是
一大特色。据介绍，派生出的工业
循环项目把国华宁海电厂每年产生
的 86 万吨粉煤灰、20 万吨脱硫石
膏、17 万吨炉渣、上千吨蒸汽全
部消耗掉，最终形成了“煤—电—
粉煤灰—水泥”“煤—电—石膏—
石膏板”“煤—电—粉煤灰—新型
墙材”三条循环经济产业链。

随着配套设施日趋完善，临港
开发区发展下游建材产业，使循环
经济得以延伸拓展。园区内规划建
设 总 用 地 3080 余 亩 的 新 型 建 材 、
住宅产业化和家居产业基地，重点

引进石膏制品及砖瓦系列、板材系
列、家具系列、新型屋面系列、装
饰厨卫系列等生产企业。

去年，宁海县洪基新型建材科
技有限公司年产 60 万吨固体废弃
物综合利用项目建成投产。而在一
年前，这里还是生存了 31 年的薛
岙 老 砖 窑 厂 。“ 关 停 、 淘 汰 低 效
能、污染环境、浪费土地的小散企
业，势在必行。”强蛟镇发展服务
办主任陈伟盛说。

投资 2.2 亿元的宁波嘉瀚环保
建材开发有限公司，是全省生产规
模最大的环保建材开发生产企业之
一，填补了我市绿色环保节能新型
墙体建筑材料的空白。这家公司落
户强蛟，看中的就是这里日趋成熟
的循环经济产业链。“生产线利用
国华电厂工业废渣中的粉煤灰，配
以砂、石灰、水泥、石膏等硅质钙
质材料，制成一种轻质保温隔热的
新型墙体建材。”公司负责人刘江
介绍，公司去年实现产值 1.27 亿
元，今年产值将翻一番，生产形势
十分喜人。

如今，在原先形成的三条循环
经济产业链基础上，开发区还积极
拓展“煤—电—蒸汽—集中供热—
用热能企业”第四条循环经济产业
链，开创了“以电养热”模式，矗
立的高污染锅炉被淘汰。

“集中供热将有效消耗电厂余
热，同时降低企业单位产品的煤耗
量。”戴巧敏说，开发区有 18 家企
业设有燃煤锅炉，实施“以电养
热”项目后，已经全面淘汰高污染

锅炉，实现燃煤“近零消耗”。
叶挺表示，减量化、再利用、

再循环，是经济社会发展大势所
趋。从国华宁海电厂废弃物的再利
用到脱硝催化剂等大项目的引进，
一步步向前迈进，强蛟因地制宜，
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可持
续、绿色发展之路。

双轮驱动 循环经济风生水起

强蛟镇位于象山港尾端，属于典型的海洋半岛小镇，镇域面积
69.45 平方公里，其中海域 35.79 平方公里，陆域面积 33.66 平方公
里，拥有 12 个大小岛屿，享有“东方普吉岛”“海上千岛湖”之美
誉。

全镇辖8个建制村和1个社区，总人口1.7万人。全镇共有党支部
44个，党员820名。

近年来，强蛟相继获得浙江省生态镇、浙江省“十大春意小
镇”、两美浙江特色体验地等荣誉，镇区驻地峡山社区获评第五批中
国传统村落。强蛟是宁海县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乡镇之一，
2018年全镇生产总值突破 60亿元，完成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2.52亿元

（含园区企业）。 （孙吉晶 整理）

最近几年，记者曾多次到
强蛟镇采访，当地城镇面貌变
化之大，用“脱胎换骨”来形
容毫不为过。

作为宁海县区域面积最小
的半岛乡镇，强蛟的发展条件
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如何
用好山海资源，变劣势为优
势？强蛟突出共建共享，大刀
阔斧整治革新，把“绿水青
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金山
银山”的发展优势。一个生态
美好、风貌现代的半岛风情小
镇正加速在象山港畔崛起。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
振兴，不是一蹴而就，需要久
久为功。让生态优先成为最坚
守的责任，让绿色发展成为最
执着的理念，强蛟的明天将更
加美好。 （孙吉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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