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吹稻香
“丰”景正好

11月 3日至 6日，“丰景
正好 田野金秋”2023年中国?
舟山（普陀）农民丰收节、普陀
海稻音乐节暨第二届乡村咖
啡生活节在普陀田园综合体
举行。活动期间，村民和游人
共庆丰收，开展亲子活动，欣
赏音乐演出，品尝乡村美食。
此次活动由市农业农村局、区
人民政府主办，区农业农村
局、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展茅街道办事处承办。

（记者 王梦倩 通讯员 滕
忠平）

□记者 励佳

沈家门，因海得名，凭渔而
兴。

880多年前，在北宋徐兢所
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首次
出现沈家门地名，说沈家门地形
像门，“其门山与蛟门相类，而四
山怀拥，对开两门”，之所以称为
沈家门，是由于“其中以大姓名
之”，也就是定居在此的沈姓人
较多。

几百年间，这个渔港发生多

次大规模迁徙，多元文化持续交
融，渔业、商贸几经沉浮和发
展。大浪淘沙，洗净铅华无数，
渔港依然熠熠生辉。进入新时
代，敢打敢拼的沈家门人不忘初
心，攻坚克难，百年渔港华丽转
身，形成以渔业补给、休闲度假、
商贸购物、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
合性港口。

渔业历来是沈家门重要的
经济支柱，渔汛季节，来自东
部沿海的成千上万条渔船和
十万多渔民在这里交易、补

给，为沈家门渔港带来久盛不
衰的生命力。80多年前，福建
人巴哈先生随福建渔船来到
沈家门，自此扎根，于是西大
街 14号就有了一家经久不衰
的巴哈面店。

如今的店老板林幼琴是巴哈
先生的小女儿，她告诉记者，那会
儿有许多福建渔船时常来沈家门
渔港避风，渔民们上岸后，在巴哈
面店吃上一口热乎的家乡味，便
能卸去一身海上漂泊的疲惫。巴
哈面店也成了福建渔民在沈家门

渔港避风时的据点。
林幼琴在沈家门长大，80多

年潮汐翻涌，港口几经变迁，城
市发展日新月异，巴哈面店却一
直坚守在老地方，成为沈家门老
城里烟火气最老，也是、最鲜的
那一缕。

一碗面“烩”出海丝路上百年渔港
写在第八届沈家门渔港民间民俗大会举行之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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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女子沙滩足球锦标赛在桃花岛塔湾金沙举行
乐享沙滩运动 尽显海岛魅力

“小岛你好?共富有我”2023首届六横乡村美食大比拼活动举办
聚力打造六横美食文化IP

□记者 陈璐瑶

十里渔港诉繁华，海纳百川
迎客来。11月11日至13日，第
八届沈家门渔港民间民俗大会将
在我区盛大举行。活动将围绕
“沈家门?一家人”主题，开展民俗
展示、民俗巡游、舞龙展演等群众
性文化活动，全面展现十里渔港
繁盛、现代化新普陀风貌。

沈家门渔港民间民俗大会
是我区打造的特色民俗文化品
牌，2003年至2011年间，共成功
举办七届，在不少普陀人心中
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如今时
隔12年，民间民俗大会重启，将
会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日
前，记者采访了活动主创团队，

提前“剧透”活动亮点。

巧思：“沈家门?一家人”
概念贯穿始末

本届民间民俗大会为何以
“沈家门?一家人”为主题？主
创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沈家
门”这一名字来源于地形地貌
环境和大姓沈氏结合，因其“港
湾处于两门之间”，由此命名为
“沈家门”。而“一家人”是“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代表世
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
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
一家人。

“‘沈家门’彰显的是地域
性，而‘一家人’代表了国际性，
两者相结合，既体现了历史文

脉，又强化了沈家门的辨识度，
也为未来成为文旅口号IP做铺
垫。”主创团队相关负责人说，
这个主题也将贯穿整个民间民
俗大会始末。比如，开幕式将
以“沈家门?一家人”为主题，通
过迎客篇《欢聚普陀》、仪式篇
《逐梦渔港》、行进篇《寻梦百
年》、狂欢篇《星辰大海》、巡游
篇《星聚东海》等五大篇章，展
现沈家门开放包容、兼收并蓄
的特质。

“民俗民间大会期间，我们
也将安排中外民俗嘉年华活
动，邀请本地民间民俗团队和
国外民间艺术表演团队同台演
出，达到中外文化交融、民间绝
活荟萃、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

有机结合、相映成趣的效果。”
主创团队成员说，闭幕式表演
也延续“一家人”的概念，通过
音乐秀的方式，演绎舟山姑娘
和台胞小伙结伴旅行中所见所
闻所想，充分展现“两岸一家
亲”的真挚情感。

创新：打破时间与空间，
带来沉浸式体验

主创团队成员介绍，本届民
间民俗大会，还将突破传统演
绎模式，进一步打破空间和时
间的局限，采用“浸入式、行进
式”的观演形态，演绎空间和观
演空间交相穿插，为大家带来
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时隔12年，回来了！

沈家门渔港民间民俗大会将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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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璐瑶 王梦倩
杨叶梅 通讯员 欧阳怡文）11月1
日至3日，全国婚俗改革暨婚姻登
记“跨省通办”推进会在我区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齐聚普
陀，分享婚俗改革经验做法，探讨
推进内地居民婚姻登记“跨省通
办”的方式方法。

据悉，我区2020年被确定为
浙江省首批婚俗改革实验区，
2022年被列入浙江省持续深化婚
俗改革重点推进区。实践中，我
区不断试水新模式、新方法，打造
“山盟海誓”婚俗改革品牌，组织
集体颁证仪式、开展青年交友活
动、成立婚姻家庭协会、打造综合
性婚姻登记中心……将婚俗改革
与文明城市建设、“小岛你好”海
岛共富行动深度融合，系统推进

以婚姻登记独特体验、婚姻家庭
多重呵护、婚嫁陋习专项治理等
为重点的婚俗改革，并注重向海
岛渔农村延伸，形成全域节俭文
明婚嫁新风，打造了一批可看、可
感、可借鉴的标志性成果。

在位于莲花洋畔的区婚姻登
记管理服务中心，温馨整洁的办
事环境、场景丰富的婚俗文化展
示、与时俱进的数字化体验等，给
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通过
参观交流、聆听解说、现场体验等
方式，感觉整个过程节俭、文明，
同时充满了仪式感，在细节上处
处彰显了普陀的婚俗改革成效。”
来自浙江衢州的王贤军说，他对
婚姻登记机关建设提升有了新的
视野和感受。

近年来，我区坚持“一岛一

品”，打造“侠侣爱情文化”桃花岛、
“东极之恋”庙子湖岛、“海钓浪漫
之旅”白沙岛等海岛主题户外颁证
基地5个；打造以六横月老杜庄村
为代表的集恋爱交友、相亲互动、
婚俗展承、爱情休闲等功能于一体
的渔农村婚俗改革示范点5个，实
现传统的“轻登记、重婚宴”理念逐
步向“重登记、轻婚宴”转变，让婚
俗新风为幸福生活加码。

与会人员还参访了展茅街道
黄杨尖村路下徐，随处可见关于
婚俗改革、家庭文明建设、家风家
训等相关内容，大家纷纷为普陀
乡村的婚俗改革、环境打造、乡风
文明等成果点赞。“在路下徐，我
看到了未来乡村应该有的样貌。”
一位来自河北的与会人员用手机
记录下了路下徐的风俗和风景。

近年来，黄杨尖村路下徐将婚
俗改革纳入乡村振兴、乡风文明
行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等重要
工作内容，以文化礼堂和乡贤馆
为主阵地，不断传承和发扬，将家
风家训建设活动的触角延伸到群
众身边。在这里，村民约定严格
遵守村规民约，按照婚宴简办标
准做到菜单、菜价不超标，村规民
约制度倡导文明新风，喜事新办，
不铺张浪费，不盲目跟风攀比。

在全国婚俗改革工作推进会
上，改革工作成效较好的省级民
政部门代表上台分享婚俗改革经
验和服务机制创新，探讨婚姻登
记“跨省通办”具体做法，主张不
但“为爱减负”，也要移风易俗，打
造特色婚俗改革品牌，实现人民
的精神共富。

全国婚俗改革暨婚姻登记“跨省通办”推进会在普举行

打造婚俗改革品牌 实现人民精神共富

本报讯（记者 郭杰 通讯员 王
珅）日前，我区公布2023年公共租
赁住房申请及受理相关政策。

根据政策，今年我区公租房申
请受理主要面向城镇中等偏下及以
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
职工和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三
类人员，且对公租房申请人家庭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车辆等要求进一
步放宽。对上述三类人员的申请已
实行法定工作日常态化受理。

其中，我区城镇中等偏低以下
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主申请人须具
有普陀城区（沈家门街道、东港街
道及 30个社区）户籍 3年（含）以
上，且在普陀区实际居住满1年，家
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62442元
（含）。主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未
享受批地建房、经济适用住房政
策。申请家庭在舟山本岛（含朱家
尖、鲁家峙、长峙岛、小干岛）无房
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小于18平方
米（含）。若原有住房转让的（含出

售、赠与、析产、拆迁注销等）需满5
年以上（截止申请之日）。此外，申
请家庭人均货币财产低于25.2468
万元，企业投资（含出资认缴额）不
超过30万，家庭成员名下无生活用
机动车辆，或仅有1辆非营运机动
车辆且机动车辆价格低于15.984
万元。

符合公租房受理范围及申请条
件的人群，可选择线下、线上申请
办理。其中，城镇中等偏下及以下
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可向户籍所在
地社区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社区
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规范性和完
整性进行核查后报送所在街道。
新就业无房职工经所在单位签署
意见后，向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提
出申请并提交相关资料。稳定就
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经所在单位签
署意见后，向区流动人口积分服务
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
相关人群也可通过浙江政务服务
网或浙里办App线上提交申请。

2023年度公租房申请政策出台
进一步放宽申请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车辆等要求

本报讯（记者 罗沛文 通讯员
王艇）“他们这么远赶过来，这样的
医疗服务很好！”11月3日上午，在
虾峙镇东晓村河泥漕文化大礼堂
前，当地村民陆仕祥为远道而来的
医生们点赞。这是今年“共富方
舟?健康守护”行动第14站。活动
现场设有测血压、测血糖、中医科、

外（骨）科、呼吸科、眼科、心内科、
心电图检测以及B超、X光检查等项
目，并设有药品配发区。

此外，相关部门和志愿者还为
当地居民提供法律咨询以及免费
理发等民生服务。活动现场除提
供全方位健康服务外，还有戏剧表
演，满足当地群众文化需求。

“共富方舟”走进虾峙河泥漕

本报讯（记者 郭杰 高原 通讯员 邱科挺）11月2
日，2023中国水产品市场大会暨中国(舟山)水产品
品牌发展大会在舟山国际水产城召开。来自省内外
的渔业主管部门和相关企事业单位代表齐聚一堂，
共话中国水产品发展，共绘海洋经济蓝图。

水产品牌建设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
是渔民渔企致富增收的有效途径。作为促进全区现
代渔业市场增效、经济稳进、品牌提升的重要平台，
本届水产品品牌发展大会吸引了众多水产行业专家
学者、水产品全产业链相关企业负责人参与，集思广
益、共建共享，有力推动全国水产品品牌建设工作发
展，切实扩大舟山水产品品牌影响力、辐射力和核心
竞争力。

大会开幕式上，舟山国际水产城同中国水产流
通与加工协会举行了品牌共建签约仪式，现场为“中
国梭子蟹交易中心”“中国带鱼交易中心”进行了揭
牌。

作为全国最大的原产地水产品集散中心，2022
年舟山国际水产城实现水产品交易91万吨，交易额
达172亿元。其中，梭子蟹年交易量30万吨，约占全
国总产量的65%；带鱼年交易量12万吨，约占全国带
鱼产量的13%。“中国梭子蟹交易中心”“中国带鱼交
易中心“的挂牌成立将进一步规范、优化水产品交易
流通全流程。

“中心建立后，我们将与水产城紧密合作，依托
舟山国际水产城在梭子蟹、带鱼产销环节的专业信
息、数据，科学分析判断，提出针对性意见，带动全行
业健康快速发展。”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副秘书
长邹国华说。

水产品批发市场作为水产品流通主渠道，在反
映市场供需，提供信息支撑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
的作用。本届水产品品牌发展大会期间，还同步举
行了全国水产品市场信息培训班，邀请水产行业专
家学者，围绕水产品市场如何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我
国渔业经济形势概况、常见海洋捕捞水产品的物种
识别等热点内容分享真知灼见，助力水产品信息工
作与水产市场发展同心同向、同频共振。

此外，水产品品牌发展大会期间还举行了食品
安全示范市场授牌仪式、水产品价格采集优秀信息
员表彰、全国水产品批发市场高质量发展论坛等一系列配套活动，集中展
现了近年来水产行业发展丰硕成果，推进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将以本次大会召开为契机，全力做好‘一条鱼’全产业链文章，加
快推进品牌化与产业化、市场化、规范化、标准化融合发展，提升企业创牌
内生动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大力开拓域内外市场，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为全省乃至全国海洋产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舟山水产品
中心批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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