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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茅街道茅洋新村的农贸市场一隅，
一座农村公厕格外显眼。传统的建筑“语
言”结合现代技艺，述说着曾经“脏乱差”的
公厕在“厕所革命”下的华丽转身。

公厕是否干净舒适、美观整洁，是一件
事关群众幸福、游客体验的“关键小事”。
把“关键小事”当做“头等大事”，普陀全力
推进渔农村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
创建省星级公厕28座，省级示范公厕8座，
渔农村覆盖率达到59%；推出“E网扫净垃圾
分类智慧云平台”，在20个村建设”垃圾分
类积分超市”，获评全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工作优胜县……曾经“垃圾靠风刮，污
水靠蒸发”的短板，嬗变成了“留得了碧水
蓝天，记得住梦里乡愁”的风景。

乡村最美的风景，永远在明天。从“三
大革命”到村庄田园全域整治再到提升渔
农村人居环境，不断完善公共绿化、道路硬
化、路灯亮化、杆线序化、花海彩林等公共
设施建设，持续打造美丽田园、整洁村庄升
级版，普陀主动领“千万工程”之题，通过二
十年的不懈努力，让渔农村面貌日新月异，
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在“千万工程”这一重塑外在与内涵的

“魔术之手”下，海岛乡村被重新定义。
东海极地、海清岸绿，让《后会无期》电

影拍摄地东极，从时光深处复苏，走向未来；
东福山岛大树湾，海岛石屋群最集中的

地区之一，实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与拯救石
屋行动，44幢坍塌的石屋被修复成复古石屋
群以及渔民画工作室、乡村小学；

充满泥土芬芳的六横镇五星村，有着普
陀佛茶的产业园和六横土豆的“土豆公
社”。这里的乡村文化艺术中心，还成为了
研学游、乡村游的热门之处，广受推崇。

拒绝同质，让千村有千面，乡村才更有

吸引力。普陀坚持一岛一品、一村一景，实
施美丽乡镇、美丽小岛、美丽风景带、美丽
村庄、美丽庭院等“五美联创”。截至目前，
已累计建成4条美丽乡村风景线，省级特色
精品村达到35个，黄杨尖村、东极村入选全
省优良级未来乡村，实现省级新时代美丽
乡村示范乡镇全覆盖、美丽乡村景区村全
覆盖，绘就起全域美丽新图景。

青山滴翠，绿水依依；村道整洁，屋舍
俨然。行走在如今的普陀海岛乡村，如同
徜徉在诗韵丹青。二十年来持续补功能、
提品质，共富共美的底色日渐明亮。

主动领题 描绘美丽“丰”景

捧回浙江首批“神农鼎”省级考核次次优秀

乡村振兴路上
海岛大县普陀何以出彩？

□通讯员 何孟辑

在“千万工程”和“八八
战略”实施二十周年的节
点，普陀迎来两个喜讯。

其一，中共浙江省委办
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 日 前 联 合 印 发《关 于
2022年度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实绩考核结果的通报》，
这是省域内首次开展评选，
也是目前全省乡村振兴领
域的最高荣誉。普陀被授
予“神农鼎?铜鼎”。

其二，普陀在2022年
度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绩考核中获得优秀等次，
这也是国家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以来，普陀连续第五次
获评全省考核优秀。

这两个喜讯的到来，是
对海岛大县普陀在乡村振
兴路上，奋起赶超的极大认
可和鼓舞；是普陀二十年久
久为功、咬定青山不放松所
结出的盈盈硕果。

喜讯背后，是普陀围绕
“现代品质海岛大花园”发
展定位，全力推动海岛乡村
成为集聚要素“磁场”、创新
创业“沃土”、海岛治理“范
本”、共同富裕“样板”，铺展
出的一幅向美向富向未来
的壮美画卷。

（本版图片由郑宝森、普
陀区农业农村局等提供）

乡村振兴，产业为先。二十年来，普陀
始终保持敢为人先的锐气和勇立潮头的精
神，以“千万工程”为载体，积极解题探路，
抓好发展强村、反哺富村，让“盆景”变“风
景”，“风景”变“钱景”，走出可持续发展的
兴岛富民之路。

以普陀田园综合体为例，其创新农业生
产经营模式，在挖掘农业生态、文化等多维
价值的同时，注重培育发展休闲农业、农事
体验、研学基地等新业态，举办乡村游、音
乐节等活动，让田园变公园、村庄变景区、
农房变客房。建成“一地生四金”模式，周
边农民通过获取土地流转租金、打工薪金
等实现人均年增收2万元。

从发展轨迹看，海岛乡村产业的壮大，
离不开闲置资源的盘活。一方面是海岛土
地资源匮乏，另一方面为群众直接增收。
普陀田园综合体的土地流转租金是缩影。

近年来，普陀实施农房激活计划，采取
出租、自营、合作、入股、退出等多种方式想
方设法盘活闲置农房，激活空心岛，为产业
兴旺创造条件，点亮乡村共富动能。

在白沙岛，闲置多年的大众休闲钓场被
盘活，打造国内首个封闭式潜水培训基
地。目前，正加快陌领?佑舍众创小镇村落
整体盘活开发，发展成为民宿集群项目；

在蚂蚁岛，三八海塘区域的闲置渔用仓

库已翻修改造完成。依托虾皮产业，这里
将被打造成集工业游、产品研发制造、游客
互动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共富工坊”；

东极镇打造庙子湖倒陡街特色风情街，
提档夜间消费体验，新增了桌游、书吧、咖
啡屋等新业态。2022年实现旅游收入3.85
亿元，其中民宿经营总收入3亿元；

……
做好“一座岛”“一块地”“一片海”“一

条鱼”四篇大文章，普陀千方百计激活渔农
村优势资源，对财、物、地、产、景、文等资源
统筹规划、配置、组合、营销，激活乡村多重
价值，全面拓宽渔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打
开收入增长新空间。

与此同时，创新机制举措，组建全市首
创的跨岛红动蓝湾强村经营发展公司和全
镇域强村公司各一家，构建共富型就业创
业联合体。形成“区级国有平台+村级集体

经济+农户”以股权为纽带的利益共享和风
险共担机制，为增收致富夯实保障。

“强村公司成立后，我制作鱼鲞的老手
艺有了发挥余地。”白沙港村村民戚祥岳
说，公司设立“鲞守共富工坊”，展陈各种白
沙鱼鲞和文创产品，供游客购买。“鱼鲞制
作好后，经过包装运往岛外销售，不光是村
集体，我们村民也多了一份收入。”

数据佐证成效：2022年，普陀渔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5570元，增加7%；城
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1.55∶1：低收入农
户人居可支配收入为21754元，增幅达13%，
增幅全市第一；80%的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经
营性收入在50万元以上。

一系列成效固然亮眼，发展后劲和活力
如何？普陀把人才作为是持续性发展的源
动力，持续优化创业环境，集聚新业态、新
技术、农创客等资源要素赋能乡村振兴。

以“人才出彩”成就“乡村精彩”，普陀
成立了全市首个“没有围墙”的海岛乡创基
地——东极“共富港湾”乡创基地，把危旧
渔用仓库改建成集工业体验游、创意研发、
游客休憩等为一体的综合体，吸引更多怀
揣美好梦想的年轻人前来创业。

产业驱动振兴、人才助推振兴的生动局
面，在普陀加速形成，释放经久不息的强劲
动能。

积极解题 呈现发展“钱”景

海域海岛，是普陀发展的优势和潜力，
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短板和难关。作为浙
江海岛数量最多的县区，普陀有大小岛屿
746.5个。共富路上，悬水小岛如何蹚出幸
福路？

大力推进“小岛你好”海岛共富行动，便
是答案。去年以来，普陀推进《普陀区“小岛
你好”海岛共富行动实施方案》，形成首批5
个小岛55个“项目库”，并在原有的八大行动
基础上，增加党建引领和乡风文明内容，形
成普陀特色“8+2”十大重点工程，不断加快
“禅修岛”葫芦岛、“红色研学岛”蚂蚁岛、“海
上运动岛”白沙岛、“极地文化岛”庙子湖岛、
“追光岛”东福山岛等首批五个示范岛建
设。截至2022年底，普陀已完成相关投资
2.59亿元，启动项目47个，完工15个。

眼下的白沙岛，引进了携程度假农庄、
柴山主题民宿、美人鱼潜水等项目，小岛书
画坊、风情街已进入施工阶段，黄沙头大草
坪加快打造海岛婚庆基地，香薰馆、纳凉派
对、百年灯塔景观打卡点、望夫崖等一批文
旅精品等也正在抓紧落地。“海上运动岛”
白沙岛去年游客人数7.3万人次，旅游收入
达4240万元。

以白沙岛为缩影，随着“小岛你好”海
岛共富行动推进，一幅“各美其美”的美丽
海岛共富新画卷正在缓缓展开。而敢为人
先的普陀，海岛共富模式不只这一种。

将乡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作为突破
口，普陀打破村际边界、海岛界限，突破单
打独斗、势单力薄的瓶颈制约，串点成线聚
合力，打造“最美公路”“红动蓝湾”等乡村

共富示范带，推动沿线农业精品园、渔家
乐、采摘游等业态联动蓬勃发展。

海岛普遍面临经济薄弱、基础设施共享
性差、公共服务存在不足等问题，尤其是
“一老一幼”问题亟待解决。“共富路上不落
下一岛一村！”普陀全力以赴破题。

针对海岛群众就医难问题，普陀开出
“共富方舟”。改装的滚装船带着体检车、
医疗团队下海岛，通过每月2次岛际巡回送
医上岛的方式，为海岛群众持续提供健康
管理、健康监测、应急救治等高质量诊疗服
务；

全国首创、入选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首批典型案例的“幸福驿家”模式在一个个
海岛开枝散叶，为老人提供存取现金、网上
代购、日常送餐、代充煤气、家电维修、紧急

救助等便民服务；
未来乡村“一老一小”服务场景建成落

地，有序推动养老服务中心、幸福驿站、海
岛支老在海岛乡村全覆盖；

……
家家奔共富、人人享福祉；时时有关爱、

处处有帮扶；“钱袋”鼓起来，日子火起来。
在坚守中砥砺创新，“千万工程”演绎

着从“统筹城乡发展的典范”到“共同富裕
的典范”的精彩跃迁。区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普陀将积极打造海岛共富样
板，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走出新路，不断
增强城乡区域粘力，把继续推进“小岛你
好”海岛共富行动作为实施“千万工程”的
重要抓手，努力展现各美其美、岛岛共富新
图景。

率先破题 谱写共富“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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