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缆头村的振兴，离不开过
硬的党支部。上世纪90年代，
村里致富能人叶显焦当选为
村委会主任，后又成为村支
书。针对村里情况，他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通过长时间走
访调研，他发现养殖水产品的
收益比种植农作物高，同时水
产品的养殖空间也可以利用
原本无法利用的石头滩、咸碱
地。于是尝试着将海边荒废
的地改造成养殖塘，不少村民
也开始跟着干，海边荒地都被
利用了起来。

1997年8月18日台风过
后，海水淹没了田地，全村土
地大多咸碱化，原本种植在
土地上的棉花、水稻、柑橘死
伤一片，村民们望着灾后的
土地一筹莫展。身为村领导
的叶显焦下定决心，要将全
村所有田地进行土地流转，
统一改造成养殖塘。于是，
叶显焦带着党员干部们参观
学习了几处改塘成功的地
方，并多次开会讨论，最终村
民的土地以每人0.4亩入股，
流转回村集体，由村集体统
一改造成养殖塘承包给个
人，收取塘租给村民进行分
红。改造成养殖塘后的每亩
土地租金为原本农田的10倍
以上，相当于为每户村民每
年增加了近万元收入。

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村
民们纷纷开始了养殖，一个个
水产专业合作社相继成立。
作为村里第一批吃螃蟹的
人 ，梅长河带头承包了几十
亩塘，后来又扩展到100亩。

“养殖塘的基础设施均为村里
统一改造好的，销售也有购销
大户统一上门收购，我只负责
海塘养殖，海塘通过虾蟹贝套
养，仅贝类收入就可以实现塘

租保本，再合计上虾蟹的收
入，每年赚来的钱比原来种地
提高了数倍。光景好的一年
可以有几十万元收入。”梅长
河说道。

“在缆头村，像梅长河这
样通过养殖解决家里困难的
还有很多。如今许多村民通
过养殖富裕了起来，缆头村也
成为一市镇的标杆村，村民集
体经济收入为全县前列，成为
了全县知名的小康村。”一市
镇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除
了水产，缆头村还将村旁边的
山地开发利用，建起了数百亩
的枇杷园，扩大了产业版图。
使得山海结合，旱涝保收，让
村民的收入更多了。

“以前村民住的是低矮老
旧的房子，如今，家家户户盖
起了小别墅，还有村党支部争
取了美丽庭院、乡愁庭院等家
庭美化项目，家家积极动员起
来，整个村庄焕然一新，住着
真的太舒服了。”梅长河说
道。此外，村党支部把原村前
海塘和闲置场院地改造成党
建广场和游船公园，多方筹资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渔
家礼堂和老年活动中心，每年
重大节日，都会举办各种文艺
演出，村民更是组建了舞龙
队，小村渔民过上了跟城里人
一样的生活，村民幸福指数节
节攀升。

如今，站在缆头村整洁干
净的村民广场前，远处一排排
整齐的小洋楼在绿树、草坪的
晖映下格外漂亮。东侧看去，
成片成片的养殖塘此起彼伏，
一望无际。那个曾经外地媳
妇都不愿意嫁来的穷村，早已
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记者 张海玉
通讯员 徐铭怿 张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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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改变了村民的命运

看一个渔村的“蝶变”密码

国庆节前夕，宁海一市
镇缆头村的天打塘，52岁的
梅长河正在塘边，等着塘中
捕虾的村民收网。天空飘
起小雨，但并未影响他们劳
作的心情。眼见一尾尾活
蹦乱跳的南美白对虾被网
上船，通过接驳小船驶向岸
边。梅长河熟练地与同伴
将虾倒入塑料筐，抬到岸边
过秤。收虾的货车早已等
在一旁装货。“今天抲了七
八百斤，多的时候有 2000
多斤！”梅长河捋了捋被雨
水打湿的头发，笑眯眯的看
着收虾的货车。

过秤登记后，这些透骨
新鲜、晶莹剔透的对虾被再
次转运到货车上专门的充
氧箱。用不了多久，这些活
蹦乱跳、肥美鲜嫩的活虾将
会出现在普通市民的餐桌
上。

“最近是对虾和青蟹的
收获期，大家都忙得不可开
交。”谈到水产养殖，梅长河
神采奕奕，作为缆头村最早
开始水产养殖的村民，他见
证了缆头村的发展，生活也
因为水产养殖发生了变化。

“以前我们村生活不算
好，大家要么守着薄田种棉
花柑橘，要么冒着危险出海
讨生活，外村的姑娘都不愿
嫁过来。现在我们村打起
了山海经济牌，枇杷水产两
手抓，家家盖了新房子，村
里成了大花园，外村人都羡
慕我们！”在蛇蟠 涂的渔光
互补基地，梅长河泡上一杯
茶，讲起了往昔。

“是村里的发展救了我妻子的
命！”梅长河回忆起当年感叹道。上
世纪90年代以前，缆头村虽临海，但
除了出海捕鱼外，还是以种植柑橘、
棉花、水稻等经济作物为主业。由
于靠海，土质偏咸碱，农作物产出并
不理想，还没有山上的一些村庄收
益好。村支书叶显焦带领村民将
荒地改造成养殖塘，带领村民走向
致富之路。

作为土生土长的缆头村人，梅
长河是最早跟着叶显焦开始水产养
殖的，他勤劳肯干，又有丰富的海上
经验，家里生活越过越好，还用存下
来的钱在县城买了一套商品房。然
而，正当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红红火
火，一场噩耗却传来。2008年，梅长
河的妻子被确诊为尿毒症。频繁地
看病吃药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
下不少外债，为此，他不得不卖掉在
县城的房子。

他说，2006到2010年是他感觉
最艰难的日子。因为妻子病情加
剧，他带着妻子经常往返宁海与杭
州，去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
透析插管治疗。即便再艰难，他也
没有想过放弃，“对我来说，有她在，
家才算是个家。如果她不在了，我
和孩子就没有家了……”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支撑着梅
长河走下去的，除了对妻子的爱，还
有他的养殖塘。因为那是家庭所有
的收入来源，也是保证妻子治疗的

“钱袋子”。从寒冬下塘挖蛏到酷暑
繁育对虾，从凌晨补收青蟹，到正午
巡塘补料。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天
寒地冻，他一直坚持，几年间，他通
过汗水养殖出了品质优良的蛏子、
对虾、青蟹等水产品，并卖上了好价
钱，逐渐还清了大多数债款。“2007
年为妻子治病大概欠了35万元，后
来卖了房子还掉了；2014年等到了
合适的肾源，为了给妻子做移植手
术又借了30多万元，我努力了2年
时间还清了。”梅长河说，2014年当
医生宣布配型成功后，他瞬间泪流
满面，他知道往后的日子只会越来
越好。

如今，梅长河的妻子通过换肾，
身体慢慢恢复，梅长河在塘上的时
间更多了。“可以说，我妻子的命
是通过水产养殖救回来的，现在
她没事了，我多努力一些，可
以让家里变得更好！”如今，
他除了自己承包虾塘，还
以自己的经验给养殖企
业做起了顾问，一年的
收入加起来有三四十万

元，去年他重新在县城买
了新房，弥补了曾经的遗憾。

妻子患病
因养殖塘救回妻子
还清欠款

土地流转
从出海讨生活到守着养殖塘过生活

◀刚捕上来的南美白对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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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梅长河与妻子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