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定位加了两个字：“美丽”

《瞭望东方周刊》：习近平总书记在浙
江考察时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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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普陀这扇窗口的定位是什么？

张立军：我们区委对普陀区的发展定
位作了适当的调整，原先我们区委换届的
时候，提出把普陀建设成为“开放活力的幸
福普陀”，2020年加了两个字，叫“开放活力
美丽的幸福普陀”。我们把“美丽”这两个
字突出来，就是要把“开放”的文章、“活力”
的文章、“美丽”的文章，齐头并进，一起做
好。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作出这样的
调整？

张立军：实际上普陀生态的基础还是
非常不错的，普陀的海岛有70%是富有旅游
资源的，整个浙江省海岛旅游的大部分资
源都集中在普陀，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资源
保护好，也要把它利用好，这个是我们原先
的考虑。但是一个地方如果单纯只有生态
保护，那远远不够，所以“两山”理论的本
质，既是保护，同时又要转化，两篇文章要
一起做！

这里的“转化”，是要找到好的渠道，就
是怎样让产业的发展和生态的底色相互融
合，让人的居住环境与生态相互融合。用
一句话说，就是要在生态、生产、生活三者
之间能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个定下来之后，我们的产业选择也
就随之跟进。

“鱼”的文章怎么做？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生态美、生活
美，普陀还提出生产美，在产业定位的方
面，有什么具体的考虑吗？

张立军：我们区里提出了2+4+X的产业
模式，从效果看，我们产业的定位也好，产
业的转型也好，是找到了一条比较对路的
方向。

原先我们普陀两大产业，一个是水产
品加工业，一个是船舶修造业。简单地说，
就是一条鱼、一艘船。围绕着“鱼”和“船”
做文章，这个也是海洋经济，但是“鱼”的文
章到底要怎么做呢？

鱼的资源逐渐在缩小，所以我们近海
的渔业逐渐保护下来，重点发展远洋渔
业。这几年，我们远洋渔业与近海渔业的
产量各占渔业总产量的50%，也就是说结构
已经在调整。普陀的远洋渔船已经占到全
中国的20%。我们的远洋渔业，覆盖了南美
的阿根廷、智利，还有西非、南太平洋、北太
平洋的渔场。

《瞭望东方周刊》：远洋作业是很辛苦
的劳作，政府在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支持？

张立军：有的。远洋渔船一般一年到
两年，时间长的要两年，短点的也一年才回
来一次。船员很辛苦，有时候船员在船上
如果心理状态没有调整好，可能会引发各
类纠纷，所以出海后我们也对船员进行各
类心理辅导。现在也规定，船只半年要靠
岸一次，让船员上岸稍微放松一下。同时
包括远洋的通讯等设施跟上。这几年远洋
渔业的效益很好，所以船员收入也高，人员
还是稳定的。

渔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开始也是痛苦
的，因为渔民整体文化水准不高，然后到国
外去，行为规范也好、遵守他国的法律规定

也好，都不太清楚。比如，有些海域是不能
去的，他去了，那就演变成外交纠纷了。所
以政府就加强教育、加强培训、加强管理。
现在这些远洋渔船都比较规范，我们也组
建了公司，渔船也不是单枪匹马在外面，整
体的管理水平都在提升。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源头捕捞，在加
工层面有产业结构的调整吗？

张立军：现在我们鼓励企业往精深加
工、往海洋生物，例如保健品、药品等方面
延伸，附加值提高了，然后也实现了资源的
综合利用，甚至到最后鱼皮、鱼骨头都全部
用起来。鱼肝油、胶原蛋白、海洋肽等这些
高附加值产品，我们现在都开发出来了。

2016年普陀区被中国渔业协会授予
“中国鱿鱼之乡”称号，全国70%的鱿鱼交易
发生在这里，所以我们也成为鱿鱼价格指
数的制定者。我们原先的水产加工企业用
的是近海资源，如今近海资源萎缩，加工原
料缺少，所以企业也在转型。

我们原先是以做半成品和原料为主，
现在好多企业就做成品，比如把鱿鱼加工
成各种各样的食品，把金枪鱼做成罐头，打
开就可以吃了。今年疫情期间，我们企业
的食品出口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因为国外
市场也需要这些食品。

修船业增长迅猛

《瞭望东方周刊》：普陀围绕着“鱼”和
“船”做文章，鱼的转型之外，船呢？

张立军：修船业也在转型。造船的形
势这几年不太好，但是修船的形势很好。
特别是现在国际海事组织对船只排放的要
求越来越高，所以现在很多的船只都要进
行改造，而改造当中的附加值就很高了。

我们这几年要求这些船厂都成为绿色
修船的船厂。以前这些船厂，比如除锈过
程，环境搞得脏乱差，油漆桶都到处乱扔，
现在都不允许。在修船过程中要清理油
污，清理出来的油污要进行集中处理，这个
方面，单个船厂处理不了，所以我们进行集
中收集、集中处理，包括最后危险废物的处
置，普陀都有一条龙式的监管。

船厂现在通过机器来完成以前的人工
作业。像除锈，是通过机器去除锈，整个工
艺水平很高，扬尘基本没有了，所以现在国
际上档次高的船有25%左右在我们普陀修
理，也就是，国外的船只要到中国来修理，
四条船里面，有一条是普陀修理的。2020
年上半年，这个产业保持了80%左右的增
长。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数字的增长在
今年是了不起的，如何做到的？

张立军：我们有几个措施，一个是我们
绿色修船基地的打造，使得国外的航运企
业，像马士基这样的航运大佬也愿意把船

放到普陀来修，这个是从产业升级的角
度。第二，刚好国际海事组织对船只的排
放要求提高，这也是一个机会。第三，虽然
是疫情期间，老外来的也比较多。因为修
船时，船上的船员也在，公司的一些管理人
员也要飞过来。我们也做好疫情的防控，
我们“两手抓”，一手抓复工复产，一手抓疫
情防控，在两者之间找到了比较好的平衡
点，对疫情防控和企业的业务都没有影响。

这次疫情期间，有些船东来不了，我们
就通过5G的技术，以视频的形式实现远程
监管，船东就不需要飞到普陀来，这样确保
了我们修船业务的正常开展。

2020年1-5月份，普陀的外贸出口同比
增长了51%。除了水产品和船舶外，油品的
出口势头也很好，这三个方面支撑了普陀
整体的形势。

2020年一季度，主要是旅游受影响比
较大，对 GDP的影响比较大，一季度是负
3.3%。半年度的 GDP增长预计会达到2%。
2020年1-5月份的经济报表已经出来，我
们工业产值同比增长了4.7%，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了2.5%。财政收入增长也不错，增
长了 8.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增长
2.4%。总体发展质量也都不错。端午节三
天，我们岛上的旅游同比增长15%以上。

总书记说的“危”和“机”怎么来把握，
从普陀的实践看，是在传统产业的升级过
程当中也能找到自己的出路。

和幸福普陀契合的幸福产业

《瞭望东方周刊》：鱼和船，这是2+4+X
的产业模式中的“2”，即2个传统产业的升
级，那4和X是什么？

张立军：“4”是结合绿色发展的理念和
“两山”理论的实践，我们定了的4个新兴产
业：大旅游、大健康、大文化、大科创，这四
个产业作为普陀发展的导向，所以我们引
进的项目基本上以这些企业为主。

有人说这些项目是“幸福产业”，和我
们“幸福普陀”的定位是吻合的。旅游、文
化、健康，实际上就是和老百姓的生活是
息息相关的。像我们现在大健康的企业
引进得多，老百姓就感觉在家门口就可以
有选择了。比如，以前高端体检都要跑到
大城市去，现在不需要到大城市去了。我
们引进了上海的一家企业，疫情期间，这
家企业把核酸的检测试剂研发出来，国家
认证了，科技部也大力支持。这样我们在
本地就可以找到一家核酸检测的企业，还
可以进行人员的培训。大健康产业是和
老百姓的生活紧密结合的。旅游、文化等
产业也一样。

《瞭望东方周刊》：那为什么要提大科
创呢？

张立军：科创产业涉及的面很广。为

什么要提科创，主要是针对我们的短板，海
岛的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较弱，所以我们把
科创作为一个产业来进行培育，搭建了一
些平台，比如海洋生态创新谷、新材料船舶
创新产业集群等。围绕这些新兴的产业加
大培育、加大引进，让这些产业逐渐发挥作
用。

举个例子，原先普陀的渔船都是钢质
渔船为主，现在我们专门引进了一家新材
料船舶企业，是为了打造中国新材料船舶
产业中心，推动中国新材料船舶发展而组
建的平台化、集群化产业龙头企业，覆盖了
新材料船舶设计与建造产业、新材料船舶
装配配套产业、新材料船舶金融与服务产
业和绿色新能源船舶产业等四大产业集
群。这家企业现在正致力于通过创新造船
模式、引领传统渔船及其装备向“四新”（新
材料、新能源、新技术、新业态）、“四化”（标
准化、集成化、自动化和信息化）发展，新改
造的渔船更安全、更节能、更环保，科技含
量更高，国家对这种造船模式是大力扶持
的。国家农业部最近以舟山为试点，就是
同意我们在舟山范围内先对500艘船只进
行示范改造，国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这
样的话，我们既引进了新产业，又以点带面
推动了全行业的升级换代。

这四个产业我觉得与我们的生态是完
全吻合的，也是把生态和转化进行结合。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增加“X”产业，就是在
产业基础上，把金融产业做起来。

我们打造了金融小镇。2020年5月，
金融小镇超额完成了全年的任务。从这个
角度来说，站位站好，把城市建设好，区域
环境漂亮了，总部经济，有些高端的经济要
素就会集聚到这里来。

“从海岛这个角度，我们要把
文章做足”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一个岛屿海洋
大县，你认为普陀的特殊性和短板在哪里？

张立军：普陀是全国海岛最多的一个
县，我们要把这个资源利用好。但是普陀
有个特殊性，既要把生态做好，不仅仅说空
气好、植被好，还要把有些短板补上来。

举个例子，最近我们关注度高的，也是
浙江省第一个蓝色海湾整治项目通过了国
家验收。我们的蓝色海湾整治，就是在补
齐短板，原先海边脏乱差，有些船油污水乱
倒、垃圾乱扔，海滩上很脏，这些最基本的
东西我们首先把它管好。

其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建立长效
机制。比如，我们投资上千万元打造了一
条挖泥船，专门用于渔港清淤，同时下决心
把沿海影响景观的那些码头拆除掉，这个
决心很大。

最难得的是我们这里的海滩上开始有
植被了，我们通过探索，把红树林种活了。

我们跟浙江海洋大学合作，在普陀设立了
公司，取得了专利。原先的红树林最北边
只能种植到温州，因为它需要温暖的气候，
现在它可以再往北种植了。这方面我觉得
做起来很有意义。最近第一期验收了，第
二期项目我们正在申报当中。

然后我们再延伸出去，把海洋海岛保
护文章做好。

《瞭望东方周刊》：普陀对海岛的保护
和重视，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张立军：普陀原先的海岛现在看来生
态还是不错的，但是关键在哪里？岛上看
上去很荒凉，空心化、老龄化很严重。因为
年轻人都出去了，变成恶性循环：荒凉——
留不住人——人少更荒凉。生活配套也很
麻烦。有些岛上就只剩下几个老年人，连
买个菜都不一定买得到，因为需求量不
大。中央提出来“乡村振兴”，基于这种背
景情况，我们提出来“海岛振兴”。

《瞭望东方周刊》：“海岛振兴”怎么振
兴？

张立军：我们提出了一个“和美小岛”
的概念，就是怎么把每个岛建设得和谐美
丽，但是这个单靠政府投入很难，所以要激
发内生性的活力。

我们提出坚持“三个定位”——生产
美、生态美、生活美。这三者怎么体现在
“和美小岛”当中？

首先要有产业。没有产业，就只能从
政府关心、社会关心这个角度帮着做些文
章，但是年轻人导不进去，这个岛的活力没
有。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岛像东极，以前岛
上大概有居民6000人，现在实际居住人口
2000都不到，但是现在这个岛还是比较欣
欣向荣的，年轻人特别多。有些年轻人是
来旅游的，也有不少年轻人是到了这个岛
后待下来，开民宿开酒吧，运营一些相关的
游乐项目，包括海上的游玩项目。这样的
海岛我们现在有好几个，这也是现在海岛
旅游的一个发展势头。

然后我们交通、水电的问题都帮他们
解决掉。所有海岛的生活垃圾绝对不能在
本岛进行填埋处理，全部压缩之后用专用
船运到垃圾焚烧场集中处理。所有岛上的
垃圾都这样处理，成本很高，但这是革命性
的，从2017年就开始了。像东极，为了整体
环境的提升，原先岛上只有本地的老年人
扫扫地，后来我们城区环卫公司专门派人
下去，负责环境管理。

有些岛如果能通水的，就本地进行海
水淡化。像东极离本岛远，我们就投资1.5
亿元通了海底电缆。基础设施问题解决
好，岛的发展会更好。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海岛的发展有
具体的实施路线吗？

张立军：我们对岛进行了分类发展，有
些岛进行大的综合性的开发，也有个别的
岛作为产业项目。2020年我们有两个接近
200亿元投资的项目，包括在六横岛的LNG
项目。也有些岛是整岛开发的项目，其中
一个项目投资100多个亿，7月正式签约。
也有些小岛，我们不想有大的开发，就让它
们保持原状。从海岛这个角度，我们要把
文章做足。

生态保护是联动的，从海湾的整治到
海岛的保护等等，普陀都在试点做。这也
是从整体角度来说，为什么我们2020年把
“美丽”这篇文章放进来，跟产业、跟整体的
生态保护工作结合起来做的理由。

普陀发展定位为何要加上“美丽”？
——专访舟山市普陀区委书记张立军

对舟山普陀区的认知，除了其境内的佛教胜地普陀山之外，有更直观的数据。比如，全国70%的鱿鱼交易发生在这里，普陀是鱿
鱼价格指数的制定者；再比如，来到中国修理的外国船舶，四艘船里，有一艘是在普陀修理的；还比如，普陀的远洋渔船占全国的
20%……

一条鱼，一艘船，作为海岛大县的舟山普陀区，要写就的文章绝不仅仅是产业，而是如何在这片广阔的海域上践行“两山”理论，
换句话说，在455个岛屿上进行“生态文明、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协调发展的海岛实践。这在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中，几乎是
全新的探索。

“一个地方如果单纯只有生态的保护，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两山’理论的本质，既是保护，同时又要转化，两篇文章要一起做！”
舟山市普陀区委书记张立军说。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专访时，张立军用普陀的具体实践提供了“靠海吃海”新的时代内涵；而31万普陀人谋求幸福的
具体行动，亦在其中。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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