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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马峙岛掩在薄雾之中，迎着海风，湿
润的气息扑面而来。在万邦永跃船舶修造公司厂
区，来自挪威、希腊、日本、新加坡等地的20-30万
吨级国际巨轮，正停泊在公司码头和船坞，进行专
业维修和养护。

在这里，不见漫天的扬砂、漆雾、粉尘，不见传统
船厂特有的噪杂。整洁有序的工业厂区，背靠着清朗
的海天，竟被映衬得颇有些“海上钢铁花园”的意味。

在修船现场，一艘30万吨的巨轮，被20余组
绿色修船新型装备包围。在这其中，绿色修船所
最为关键的两环——船壳除锈、废料真空回收，分
别由万邦永跃自主研发的“船坞精神”（超高压水
除锈）和“船坞蓝鲸”（真空回收装备）包揽。

船体周围不再见滚滚烟尘，超高压水除锈技
术替代了传统的喷砂除锈工艺，相比砂石磨料，采

用更为绿色环保的淡水进行超高压射流剥离船体
旧漆，并实时真空回收、集中处理废水废渣。

公司总经理陈勇透露，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修船车间保持满负荷运行，公司业绩逆势上
扬：1月至5月营收实现100%的增长。目前订单已
经排到了3个月以后。“如今，绿色环保，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已深入人心，相比别处的传统修船厂，许
多客户即便绕个远路，也要将船开来我们这儿修
理。”陈勇面露骄傲。

百业共赴“绿”。经济发展“景区化”唤醒了普
陀新、老产业无限的发展潜力。

海洋水产加工业是普陀多年来传统优势产
业，但水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料体量大，多年以
来一直未得到较好利用，处置、排放过程中产生大
量的废水、臭气，是普陀区全力呵护绿色生态、打

造全域景区道路上的一个“拦路虎”。
向绿色生态要效益。全新的发展思路引导普

陀水产加工企业激起思维的“火花”：边角废料中
富含大量的鱼蛋白及其他营养成分，如能通过酶
解等技术合理萃取，便可提炼成高附加值的海洋
生物制品——“海洋肽”。

在普陀，浙江荣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丰宇海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已率先实现了海洋
肽产品产业化生产，成功转型成为海洋生物生产
加工的“环保明星”企业，走上了一条绿色环保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

眼下，普陀正在积极开发海洋运动、禅修养
生、电子商务、创意文化等新业态新产业，培育发
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

大旅游、大健康、大文化、大科创四大产业，如

四根擎天柱一样，支撑起普陀绿色产业发展的大
厦。就拿大健康产业为例，普陀诚意建设“大健康
产业园”“国际健康产业中心”两大产业园区，陆续
招引健康类企业共80余家，涉及原材料和技术研
究的上游企业，也有专门从事健康类产品销售和
服务的下游企业，2019年，实现产值9937万元。

此外，应普陀绿色产业发展结构的需要，普陀
正在着力发展自由贸易先行区。其中金融小镇活
水涌动，目前已有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股权投资
基金、银行、证券、典当、保险等200余家金融、新金
融企业落户其内。

在普陀，打造全域景区已经超越了发展旅游
业的概念和范围。这里的产业和企业正全面与景
区生态环保相统一协调。这无疑是绿色发展的最
高境界，也是普陀正在全力谋求的。

百业共赴“绿”

“城在园中，景在城里。”这是不少游客对普
陀全域景区的赞誉。

在普陀本岛东南隅的东港，从一片潮涨潮落的荒
滩海涂，嬗变成一座颇有欧洲风情、四通八达的现代化
滨海花园型宜居新城。错落有致的滨海公园、流线型
的普陀大剧院、近98米高的希尔顿酒店，如上海外滩
般的杉杉?普陀天地内湖商圈……生活在这里的市民
是幸福的，走出家门，向左投入城市繁华与喧嚣，向右
尽享海风的抚慰。

景城共生，普陀风姿绰约的各海岛也正焕发新生
机，一批景区村庄、特色小镇的建设推进，勾画出“海上
花园”样板。

初夏时节，在普陀一个陆域面积仅3平方公里的
小岛蚂蚁岛上行走，抓一把清爽的虾皮，品一品渔村的
青瓦白墙，听一听老一辈艰苦奋斗的专业故事……到
哪都能看到步步皆景的新面貌。

作为普陀全域景区中的一份子，蚂蚁岛的定位是
清晰的：发展红色旅游。2018年6月13日，蚂蚁岛精

神红色教育基地应运而生，昔日渔村化身“红色地标”。
“以前村里环境比较差，配套设施也不齐全，总觉

得城里好，这两年建景区、修村道，墙面也绘了彩图，越
来越漂亮了。我都不会想着去城里住了。”年逾60岁
的蚂蚁岛村民李荷珠坐在一片空地上，娴熟地修补着
渔网。老人说她每个月能领到2000元左右的失地保
险，休渔期时帮人补补渔网，一天能赚100多元，不必
去城里投靠儿女，“好吃好穿，生活无忧。”

普陀的岛屿海域显现出绿水青山和碧海蓝天的
底色亮点，普陀全域景区更是体现出绿色发展和幸福
生活的美好前景。

随着舟山市“小岛迁、大岛建”的发展战略，2018
年，普陀启动“和美小岛”建设，东港街道葫芦岛、虾峙
镇大双山岛、东极镇黄兴岛、白沙岛管委会柴山岛4个
小岛成为第一批“和美小岛”试点。

根据《普陀区和美小岛建设实施意见》，普陀将争
取通过3年时间，基本实现试点小岛基础设施配套完
善、生态环境优美、产业特色鲜明、社会安定和谐的总

体目标，激活偏远渔农村发展内生动力，让小岛渔农民
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百花齐放春满园。在全域景区的蓝图之下，普陀
“高颜值”生态宜居的美丽海岛次第呈现。海岛，不仅
成为老人们留守的幸福天地，也成为大批年轻人选择
的逐梦天堂。

“去年7月我家民宿开张以后，生意一直不错，旺
季营业收入能有七八万元。”谈到返乡创业，柴山岛的
90后民宿老板张一彪乐在其中。2018年，他的家乡柴
山岛被选入普陀首批“和美小岛”试点建设岛屿，明确
打造休闲旅游岛的发展目标。他第一时间反应，辞去
工作返乡创业，开出了岛上的第一家民宿。如今，柴山
岛生态旅游方兴未艾，他决定乘胜追击：“明年还要再
开一家。 ”

同样回乡创业的，还有白沙岛人胡军杰。他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面朝大海，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探索
着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这样的人生，很幸福。

“以前泥泞的土路都已经变成了水泥路。”“污水纳

管了，不乱流，垃圾集中处理，不再往海里扔。”“我们老
年人去卫生院配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药都是
免费的”……如数家珍一般，在海岛灿烂的阳光下，岛
民们悉数着这几年海岛的变化与和美的生活。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普陀人的消费层
级早已过了“温饱线”，正从“生活好”向“生命美”跃
升。受旅游业带动，普陀城乡居民收入得到有力提
升。2019年旅游总收入增长14.9%，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增长7.5%和8%。

普陀洒下岛屿海洋的那浓浓的一抹绿色，是如此
的养眼、怡人、柔美，给发展创造了一波波的动能、机
会、空间，给生活增添了一道道的温馨、惬意、幸福。

产城融合、景城共生、主客共享。经过多年的努
力，普陀把生态、发展、生活共同放在了全域景区这个
大平台上，普陀碧海蓝天转换为金山银山的做法，正在
展现愈来愈宽广的效果。

“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后人会
记下这一时代普陀人撒下的绿色种子。

和美小岛逐梦天堂

碧海蓝天映绿岛
生态环境之“绿”，是普陀打造全域景区的底

色。
初夏的海风中，海鸥嬉戏。成片的芦苇随着

海风扭动着纤瘦的枝丫，将海湾以绿意剪裁；8万
余株红树秋茄长势喜人，一株株小树苗整齐排列，
筑起一条绿色的堤坝。延绵的海岸线上充满了生
机。

几年前，这里还是荒芜、裸露、泥泞的滩涂，黯
然无光，作物难以成活。然而普陀人“撒向岛海一
片绿”的决心是坚定的：浙江海洋大学科研团队被
盛情邀请而来，开发红树秋茄抗逆性生长调节剂、
进行“三合一”滩涂改造、流变式驯化、高低温北移
驯化……在鲁家峙岛西南侧及沈家门客运站的滩
涂湿地上，不足10厘米高的秋茄幼苗终于顺利扎
根成长。在挺过了4个寒冬后，昔日瘦弱的树苗，
如今已茁壮生长为一棵棵高约80厘米的小树，黄
褐色的滩涂多了几抹盎然的绿意。

“红树成林”，未来，它们将成为净化水质、防
浪御风的“绿色卫士”，成为海岸线上一道靓丽的
风景。

然而，这只是普陀捍卫岛海的一处剪影。

近年来，普陀大力实施“舟山市蓝色海湾整治
行动”，以“海洋生态环境提升工程、滨海及海岛生
态环境提升工程、生态环境监测及管理能力建设
工程”三大工程为统领，以点带面，做实做细，一场
以沈家门渔港为核心的港湾环境整治如火如荼。

普陀人的“蓝色海湾”造梦之旅是全面立体
的。

在海底，1500总吨“自挖-自航-自运-自抛”一
体化抓斗挖泥船成为常年值守港湾的“清淤卫
士”。2018年以来，普陀区投入4000万元，拉起一
张东起半升洞、西至市中心渔港、南至马峙门的
“海底清淤疏浚之网”。

在海面，普陀大小船只也纷纷配备油污水分
离器，从源头上保证“船舶污水不入海”。目前，全
区400总吨以上或船舶载员在15人以上的渔船已
经全部安装上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船长在35米以
上的渔船已率先完成污油水分离器配备，24至35
米渔船的污油水分离器安装工作也将在2020年底
全部完成。同一时间，全自动水面清洁船来回巡
逻。

在岸边，超15万平方米的生态湿地被悉心恢

复，18座废旧码头被拆除，9.2万平方米港口废旧
构筑物被彻底清理，8.7公里的滨海生态廊道串联
起3个海岛生态公园、5.7万平方米景观绿化……
人们在这里亲近大海、休闲放松，一副人与自然和
美共生的画卷在海岸线铺展开来。

海水是滨海生态的一双眼睛。
“沈家门渔港的清水期来喽！”5月底，与港湾

朝夕相对的船老大们眼望着碧蓝的海水，眉眼舒
展。他们说，过去，这样的日子要等到七月才有，
且一年中只有1个月，现在已经逐渐延长到了3个
月。

普陀的海水水质正在变好。近年来，海豚已
成为普陀周边海域的“常客”。在去往白沙岛的海
面上，笔者曾偶然间看到跃出海面的海豚；在东极
镇，也有市民发现搁浅的海豚，将它放回大海。人
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成为普陀建设全域景区里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

海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海域水
质良好和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据浙江省舟山海洋
生态环境监测站提供的2019年舟山市近岸各海区
水质评价结果显示，普陀海区一、二类海水占比提

升显著，2019年比2018年提升了12.7%，占到普陀
海区面积的61.8%。

普陀虽是海岛，但境内河道、水库、山塘众
多。“河污则城黯，水清则城美。”近年来，通过一系
列“美丽河湖”“品质河道”“污水零直排区”的打造
与铺展，普陀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地表水监测断面
的水质达标率已达100%。

打好全域皆景的绿色生态底色，离不开更为
清新的空气。改造燃煤锅炉，淘汰老旧农机、老旧
车辆，新增新能源公交车，完成水产品运输车辆臭
气异味专项整治……2019年，普陀区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率达96.1%，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PM2.5
年平均浓度仅19μg/m?，优中更优，全国领先。

更多的绿意正在海岛铺展。规划中的城市湿
地公园等项目如同一条轴线，将普陀西北角珍珠
般散落的山水资源巧妙串联，形成山、水、湿地、城
市相融的“绿肺”区域。

细细调味着全域全景的“色香味”，普陀将清
新的绿意遍撒每一个角落。岛屿海洋全域景区的
设计、铺设、打造，正是普陀建立绿色生态带最高
境界的蓝图和实践。

（转自《舟山日报》）

蓝海等风 千岛染“绿”
——普陀践行“两山”理念纪实

□孟阿荣 徐萍波 来逸晨

枕海而居，踏浪而歌。
455个岛屿，6000多平方公里的直辖海域，2万多平方公里的间接海洋专属区域，普陀是浙江名副其实的岛屿海洋大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普陀，岛屿海洋就是绿水青山，也是其最大的发展优势，更是金山银山。在普陀区决策者心中有一张蓝图，便是把普陀的岛屿海洋建设成为全域景区，让这一滨海特区成为

舟山海上花园的会客厅。
2019年底，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区在普陀顺利建成；眼下，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正等待着最后的验收。今年，全域景区也将形成闭环。
全岛全景、一步一景、景景相连。打造全域景区，将普陀的生态文明、经济发展、居民生活紧密融合在一起。这种创新性的理念和行动，在浙江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宏伟实

践中，展现了普陀的担当和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