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狠抓重点项目 盘活闲置资源
11月23日上午，记者在东白莲华泰石油

储运工程项目建设现场看到，现场轰隆作响，
打桩机正在紧锣密鼓地工作，码头主体工程
正在有条不紊建设中。“我们目前正在做项目
的前期准备工作。”正在监工的相关负责人
说。

除此之外，关于金钵盂临港建设项目，青
山专班工作组也正在开会商讨相关审批事
宜。去年10月，世界500强企业青山控股集
团拍得金钵盂临港产业园项目资产包，并计
划投资22亿元在这里建设70万吨级的冷轧
钢厂和30万吨深加工配套项目。闲置多年
的金钵盂岛也将重新焕发生机。

虾峙金钵盂岛是一座无人居住的小岛，
介于虾峙门与条帚门国际航道之间，具有优

越的地理位置。岛上可用面积有76.7万平
方米，全岛可利用岸线约2.1千米，目前已建
成7万吨级舾装码头一座，可为项目建设提
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据悉，虾峙镇正全力推进金钵盂临港产
业园项目，实行专班制推进、清单化落实，加
快基础设施建设、矿地综合利用项目审批，确
保项目如期开工。同时，加速推进东白莲油
品储运项目，配合企业开展码头、罐区建设，
力争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近年来，虾峙镇加大项目招商引资力度，
开展靶向招商、以商引商、“飞地”招商，招引
一批投资规模大、产业能级高、带动效应强的
好项目，为稳定投资积蓄后劲。同时，聚焦项
目集群式发展，大力实施“铸链”工程，以东白

莲油品储运基地为主体，一体谋划西白莲、湖
泥区块项目招引，打造成为普陀南部重要的
原油燃料油仓储加注基地；以金钵盂临港产
业园为主体，加强小虾峙地块招引，力争打造
成为长三角区域重要的不锈钢建材等大宗商
品供应集散基地。

虾峙镇党委书记贺恩盛表示，虾峙镇拥
有着甬舟一体化重要区块的区位优势，水深
域广的岸线优势，毗邻虾峙门、条帚门国际
航道的交通优势，自由贸易试验区、江海联
运战略的政策优势。“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
到自身物流用地成本低、工业‘净地’存量
大、政策处理掣肘少的长板，主动出击，谋求
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招引落地，打造产业更
丰富、能级更高位的海洋经济强镇。”

引领转产转业 开启致富新篇
90年代初，近海渔业资源逐渐衰竭，产

业结构开始调整，给以渔为生的虾峙渔民带
来了创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随着改革开
放和煦春风的吹拂，虾峙渔民中一批“弄潮
儿”,利用有丰富的航海经验和优势，通过技
术培训，进一步提高了驾驭海运的能力。90
年代以后，虾峙渔民开始步入海上运输行
列，虾峙的海运业迈入了一个“初始起跑
期”。

浙江东润海运有限公司董事长周信国就
是早期吃螃蟹的人，早年，他自筹资金,艰苦
创业，率先步入海运行列。公司从2010年成
立至今，现有船舶9艘，总运力3.5万载重
吨。做为党员的他率先垂范，带领虾峙的渔
民兄弟们转产转业，目前安排就业130余人，
上缴税收550余万元。

虾峙的海运业已然成为虾峙镇社会经济
发展的支柱产业，在油轮、化工、货运等15家
民营企业中，有3500余名渔民“转产转业”走
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截至目前，全镇有注册海运企业19家，
舟山市重点骨干企业3家，船舶总数135艘,
总运力达到40.7万载重吨，其中油轮87艘、
特种化工26艘、货运2艘。

“我们全体海运企业正以现代航运为目
标,继续做强做大，向船舶大型化、多功能化、
企业集约化、管理规范化稳步推进，持续不断
向健康、绿色、高端发展。”虾峙海运商会会长
余昌明如是说。

在发展海运业的同时，虾峙镇还探索“腾
笼换鸟、凤凰涅槃”新路径，由纯渔业乡镇开
始向临港产业重镇转变，推动西白莲亚泰船

厂、虾峙瑶丰船厂等船舶修造企业扩大产能、
技术革新，实现迭代升级，与六横联动发展绿
色修造船基地。

作为全国沿海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群
众远洋渔业基地，目前虾峙镇拥有7家远洋
渔业公司，远洋船只146艘。下步，虾峙将依
托远洋渔业集群发展，积极发展“母港经济”，
在虾峙本岛建设远洋渔业保障基地，完善配
套设施，提供船舶修理、物资补给、船务代办
等综合服务，巩固全省“鱿钓之乡”地位。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夯实筑牢渔业基
础，深化实施渔业护航‘八大行动’，加强国内
捕捞安全监管、船员教育，关注疫情影响下的
远洋渔业发展态势，发挥好协会平台优势，抱
团取暖、抵御风险，稳住远洋渔业行业基本
盘。”虾峙镇渔业分管负责人说。

优化民生服务 实现美丽蝶变
蜿蜒崎岖的海岸线，颜色湛蓝的海水，

错落有致色调统一的房子……走进虾峙镇
河泥漕，扑面而来的是生机盎然与活力，这
个曾经悄无声息的渔村，近年来发挥自身优
势，走上了一条以民宿业为主的富民康庄之
路。去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50余万元，
村民人均收入同比增长5%，虾峙也从“老龄
化”海岛“蜕变”为休闲旅游的首选“栖息
地”。

此外，凉湖、黄石、长坑等极具旅游开发
潜力的天然仙境，也正在奋起直赶。“我们将
加大重点特色项目招引，积极打造千万级以
上旅游综合体、亿元级旅游度假项目新爆
款。”虾峙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还将持
续发力特色星级民宿招引，盘活闲置农房资
源，推进民宿“一套房”改革，实施全流程规
范化管理服务，谋划建设黄石特色民宿集聚
村，让“住在虾峙”成为靓丽名片。同时，进
一步整合全岛旅游资源和市场运作机制，建

设智慧旅游平台，完善旅游基础配套，推动
虾峙旅游迈上更高台阶。

“我们还将全力推进美丽乡镇全域化
创建，打造最美入岛口，联动客运站建设杜
鹃花公园，积极招引精品民宿酒店。开展
海岛用水提升工程，实施偏远村落饮用水
安全保供，谋划全岛用水一体化、岛际供水
复线等工程，让虾峙居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安逸。”虾峙镇副镇长汪文勇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人口逐渐步入
老龄化的今天，养老事业备受各地重视。随
着“大岛建，小岛迁”，虾峙镇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外出谋生，空巢、孤寡老人逐年增多。
据统计，虾峙常住人口中 60周岁以上占
60%，养老，成了虾峙的焦点问题。“为破解养
老问题，我们镇紧盯养老工程，不断推进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虾峙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博爱家园是虾峙镇2015年探索建立的
“银龄互助”养老模式。每10～15户老年家

庭形成一个帮扶小组，由相对身体健康的老
人担任组长，照顾组内的高龄老人和独居老
人。同时，虾峙镇政府和村共同为帮扶小组
提供支持，包括开设爱心超市、爱心医疗室、
爱心理发室，还配备公共洗衣机等。目前，
在全镇8个偏远村落和悬水小岛共设有博
爱家园服务点 9个，惠及老年群体 2500余
人。

目前虾峙镇已有敬老院2个，托老老所
2个,自助式养老服务机构1个，“博爱家园”
的居家养老服务项目2个，逐步构建起多元
化的养老服务模式，为海岛老人提供优质的
养老服务。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今日的虾峙，远
洋渔业风生水起、临港产业生机勃发、海运
物流砥砺前行，海岛旅游焕发生机，共同撑
起虾峙的兴旺，百姓的小康，全镇上下也正
在用依海而兴，劈波斩浪的干劲谱写新时代
海洋强镇的华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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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程星星 通讯员 丁益斌

“渔业稳镇、临港强镇、服
务兴镇……”近几年，虾峙镇爬
坡过坎、砥砺前行，围绕“北生
产、中生活、南生态”的发展格
局，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
展，镇域综合实力逐年提升。

今年以来，虾峙镇全镇上
下以重大项目建设攻坚战为龙
头，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全力
以赴稳经济、抓建设、惠民生、
强党建，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
保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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