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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朱中华，村民们都夸赞有
加，高泥村有现在这样的发展成
就，与他和他带领的村“两委”一心
为乡村谋发展分不开。

30多年前，朱中华从部队退
伍后，干过 13 年的水产养殖，
2005年当选村主任，2012年开始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想做大水产养殖就需要不断
投入，养殖户非常需要银行小额贷
款。以前，银行贷款需担保，朱中
华就经常为养殖户担保。“我作为
村干部，了解村民养殖户，银行都
比较相信我，所以我成了‘担保专

业户’！”朱中华笑呵呵地说，“我尽
量多争取贷款给养殖户，后来村民
们富裕了，我做担保的次数也少
了。”

几年前，朱中华碰到一起养殖
户纠纷，因为养殖户将死鱼抛到了
隔壁养殖区，引起别家养殖户不
满。朱中华在调解矛盾的同时，一
直琢磨着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死鱼
处理问题。他多方奔走，寻找解决
之道，最终与一家饲料厂达成合
作，在养殖区码头设置了“渔货回
收仓”，从此，死鱼不再乱抛，水质
也得到改善。

一个小小的海边渔村，多年来因村制宜谋发展，2021年全村水产养殖年产值达1.2亿元，水产
远销国外，村民户均年收入达20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共富村。

6月24日，记者走进象山县黄避岙乡高泥村，深深体会到，乡村有这么好的发展，与党员是分
不开的。

一进入高泥村，就看到绿色的
田野里竖立着醒目的大字“高泥@
未来”。今年2月份，该村入选了
浙江省首批“未来乡村”试点。虽
说是农村，但步入其间仿佛置身休
闲公园。长长的廊道伸向田野，水
岸亭台景观十分漂亮，村民也家家
户户住着漂亮的小洋房。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朱
中华一大早就在高泥黄鱼馆里接
待了一批游客。今年刚刚建成的
高泥黄鱼馆是高泥村集产业、文旅
为一体的展示厅，已经成为游客的
集散点。在这里，大黄鱼养殖水产
等各种农产品琳琅满目。

多年来，高泥村因村制宜，注
重农业产业发展，取得很大的成
效。该村现有6米×6米的水产养
殖网箱 4000 多只，年产养殖鱼
500多万条。其中，大黄鱼主要是
内销，而鲈鱼、美国红鱼等则远销
韩国、日本。

这个只有264户村民的小渔
村，去年水产养殖年产值已达1.2
亿元，是全省网箱养殖第一村。“我
们村的发展离不开村支书和党员
干部们的付出。”村民柴志爱告诉
记者，“村支书朱中华为了全身心
投入到村务工作，很多年前就放弃
了个人的养殖产业！”

全省网箱养殖第一村

村支书成了“担保专业户”

小小渔村水产养殖年产值上亿元！
党员引领，携手村民迈上共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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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结束的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吹响了浙江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
现代化先行的嘹亮号角。“两个先行”要从蓝图变成实景，必不可缺的是广大党员干部的那股子建党精神、红船精神
和浙江精神。在“七一”前夕，我们聚焦这样一群来自宁波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乡间、海岛、
企业、工厂，见证在新征程上起而行之的那份红色担当，感悟党旗高高飘扬在一线的那份红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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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是主业，但高泥村没有
就此止步。为了进一步盘活农村资
源，朱中华和村“两委”党员干部一起
想了很多办法，在山地搞起了“红美
人”种植，农业产业呈现多样化发展。

记者了解到，高泥村水产养殖产
业的发展使村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目前年户均收入达20万元。村民富
了，村容村貌也变得更加美丽，村民
福利也提高了。

如今村里引进了农旅融合产业，
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

村委会为了让老年村民能有更
好的生活环境，还集中建造了居家养
老服务站，为7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
食宿。“我在这里住了一年了，挺好挺
方便，吃住都很好。”陈瑞梅老人说着
还开心地带着记者参观房间。

多年来，朱中华带领村“两委”全
心全意为高泥村谋发展，小小渔村在
共富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高
泥村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村、浙江省
3A级景区村、浙江省首批“未来乡
村”试点等。朱中华也先后获得宁波
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浙江省千名好书
记等荣誉。

记者 陈善君 通讯员 蒋则蔚

每年台风季是最考验养殖业的
时候，那段时间也是朱中华和村里党
员干部最辛苦的时候。

朱中华每次都带领村里党员干
部以及村民代表一起，冒着狂风暴
雨，驾船来到网箱养殖的竹排上，挨
家挨户劝养殖人员上岸避风。“有一
次我看到，朱书记迎着数米高的浪，
赶来劝离转移群众，大家都很感动。”
养殖户徐先生说，看着村支书这么尽
心，村民也积极配合工作。

为了提高抗台风能力，近年来，
朱中华大力推动网箱渔排升级改
造。他结合政府优惠政策，推进了牢
固耐用的环保塑料网箱渔排的改造，
大大提高了养殖户的抗风险能力。

高泥村养殖鲈鱼、美国红鱼大量
出口韩国、日本。但因为疫情原因，
今年以来出口受到不小影响。为此，
在乡政府的牵头下，朱中华想方设法
与海事、农业农村、卫健等部门进行
沟通协调。

“现在好了，我们办好了全部防
疫手续，并且货船不靠港，由小船拖
货到海中后，人员返回，再由货船方
无接触式装货。村民的渔货终于打
通了销路。”朱中华终于松了口气。

此外，针对水产深加工欠缺，朱
中华与大家商议研究，成立了一家水
产加工厂，为水产养殖产业拓展了更
多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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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守护群众平安
力破滞销难题

D 党员引领小渔村
共富发展显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