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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三毛散文奖
散文集大奖五部作品内容简介

万马（舟山）海洋装备智造园项目即将投产

本报讯（记者 韩地枰 朱凯华
陈炳群周宇超 通讯员王怡文/摄）

位于定海工业园区的万马（舟山）海

洋装备智造园项目，自2022年签约

落地以来，经过两年多的紧张建设，

一期工程即将全面完工。

作为定海重点打造的海洋特

色装备制造基地，该园区以招引国

内海洋装备及智能制造类企业为

核心目标，致力于构建集生产制

造、科技研发、产品展示、生活配套

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随着

项目一期逐步建设完成，万马（舟

山）海洋装备智造园正逐步展现出

其作为区域海洋经济新引擎的蓬

勃活力。

走进万马（舟山）海洋装备智

造园一期一标段，崭新的厂房内机

器轰鸣，工人们来回穿梭，一派繁

忙景象。在浙江鸿鑫电气设备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批批刚下

线的镀锌电缆桥架整齐排列，等待

装运。这些产品广泛应用于工厂、

船舶等领域的电缆架设，尽管企业

规模不大，但去年产值已突破

2000万元。

据该公司负责人姚先生介绍，

去年9月，企业投资1000余万元在

园区购置厂房及设备，如今生产已

完全步入正轨。“园区紧邻我们的

重要客户——舟山长宏国际船舶

修造有限公司，不仅降低了运输成

本，还大幅提升了供应链效率。”姚

先生说。

像“鸿鑫电气”这样的企业并

非个例。今年1月初，上海敖洋船

务工程有限公司在园区注册成立

舟山弗雷蒙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专

注于船舶泵类检修业务。舟山公

司负责人李先生表示，舟山业务占

公司总业务量的近一半，因此在当

地设立企业是顺势而为，“购置厂

房和装修投入约 1000 万元，但园

区毗邻船企客户，能提供更高效的

检修服务，长远来看非常值得。”

定海工业园区正积极打造高端

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集群，而万马

（舟山）海洋装备智造园正位于这一

产业高地的核心地带。项目相关负

责人介绍，交通便利和周边海工企

业集聚是园区的两大招商优势。“许

多入驻企业看重的是园区能有效降

低生产、运输成本，同时提升与上下

游企业的协作效率。”目前，园区一

期一标段已吸引10余家企业入驻，

厂房使用率接近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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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花开‘漫’放南洞”
漫画花田展及速绘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胜 乐珂琰）

由浙江美术馆指导，浙江省漫画

家协会、定海区委宣传部等5家单

位联合主办的“石榴花开‘漫’放

南洞”漫画花田展及速绘活动近

日在干 镇新建村举行，吸引不

少漫画爱好者、村民和游客参与。

当天上午9时，“浙江省漫画

家协会新建村创作基地”在南洞

艺谷景区同心弓箭馆主厅内揭

牌。浙江省漫画家协会主席陶小

明表示，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提出20周年，选择在

新建村建立创作基地，既是对生

态文明建设的艺术献礼，也是进

一步促进漫画艺术在绿水青山间

扎根生长。

移步主展区，记者看到 30余

幅作品在此展出，其中，在一幅以

科技助农为主题的《共同富裕》作

品前，数位青年模仿画中人物姿

态自拍。在场馆西侧的速绘区，6

位省漫画家协会漫画家现场创

作，画笔在速写纸上沙沙作响，三

五分钟便跃出一个个灵动形象。

“比我身份证照片还精神。”

村民王大爷看着自己被艺术化处

理过的漫画形象说。游客小林将

Q版自画像设为手机屏保，“漫画

家连我酒窝深浅都抓得准，这观

察力绝了。”

“我们计划为百位村民绘制

艺术肖像，并在乡村艺术馆展出，

让村民成为乡村文化的主角。”省

级文化特派员刘佳波告诉记者。

据了解，作为“之江同心”文化润

乡工程的重要实践，本次活动通

过省级艺术资源下沉，架起了省

级艺术资源与本土创作力量的对

话桥梁，为定海培育出漫画创作

的新土壤。

据定海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依托文化特派员制度，定

海正系统推进“艺术乡建”项目，

通过建立创作基地、培育本土人

才、开发文创产品等组合拳，让艺

术之花绽放在绿水青山间。

新建村的“绿富路”

□记者 韩地枰 朱凯华 周楷杰 陈
炳群 通讯员 余依莉 文/摄

2015年5月25日，习近平总书

记到干 镇新建村调研，对新建村

美丽乡村建设给予充分肯定，并表

示这里是一个天然大氧吧，是“美

丽经济”，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道理。

十年间，干 镇新建村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积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厚

植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不断培

育多元业态，“绿富路”越走越宽。

执好“笔”绘就“村光美”
青山环抱，绿水逶迤。走进新

建村海岛民宅、潺潺溪流与满目苍

翠融为一体，咖啡馆、民宿与田野

风光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美丽的

和美乡村画卷。

“保护好自然资源是我们村发

展的重要原则。我们宁可‘屋让树’，

也不能‘树让屋’。”提及村里这些

年的发展，新建村党总支书记余金

红说起一个“屋让树”的小故事。

去年，新建村规划建设大乐之

野·南洞（舟山定海店）二期项目，

在施工规划阶段，一棵百年古树的

去留问题被摆上了讨论议题。本

着“护绿”原则，村委会多次与施工

方协商，多次调整施工方案，最终

既保护了古树，又确保了项目的顺

利竣工。

大乐之野·南洞（舟山定海店）

是新建村最早引入的品牌民宿，该

民宿44间客房均采用双层中空玻

璃、排风热回收系统、智能感应照

明等先进节能技术，使整体能耗较

上海最低能耗酒店再降15.7%。民

宿主理人杜灵珊说，“这片土地的

生态魅力吸引了我们，我们所秉持

的‘建筑与生态共生’理念与新建

村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

民宿项目只是新建村坚持绿色

发展、低碳发展的一个缩影。十年

间，新建村全面推进基础设施绿色

升级：光伏发电板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坑塘净化系统与人工湿地构成

生态水网，首个净零碳实践展厅对

外开放……这种环境友好型的发展

模式，既增强了村庄的内生动力，也

让村里的人居环境不断改善。

“我们不仅要守护好这片绿水

青山，更要让它们焕发新的生机。”

迈入乡村振兴新阶段，新建村在积

极挖掘区域内文旅资源的同时，依

然坚守绿色发展理念，今年新建成

开放的酒缸潭生态步道在建设过程

中严格遵循“不砍一棵树，不毁一片

林”的原则，让这条3公里的“绿色

丝带”完美融合古老传说与自然景

观，成为独树一帜的风景线。

近年来，新建村先后获得中国

最美休闲乡村、国家级美丽宜居示

范村、浙江省生态环境教育示范基

地、首届浙江省农家乐休闲旅游

“十佳特色村”等荣誉称号，新建村

“南洞艺谷”景区还获评国家4A级

风景名胜区。

生态“佳”迎来“生态+”
“现在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

我们也要以更好的面貌接待客

人。”走进农家乐“画春园”，其外

部正在进行重新涂装，负责人袁婵

娟欣喜地说道。这个由全家六口

共同经营的农家乐，如今已成为新

建村的网红打卡点。

“对我们家来说，这十年的变

化真的太大了。”谈起过去的日子，

袁婵娟十分感慨，当初村里动员村

民整修房屋发展旅游业，在外打工

的她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们都不看

好，甚至还劝说父亲卖房进城。没

想到，抱着试试看心态开起来的农

家乐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父亲

没进城，倒是她和兄弟姐妹们陆续

返乡，全家齐上阵，眼下的收入远

超在外打工时期。

美丽风景催生了“美丽经济”，

这些年村里先后开起了40余家农

家乐。为系统推进乡村旅游发展，

新建村还建立“村党组织+企业+农

户”三位一体运营模式，通过村集

体牵头，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打造

了仙踪林营地、户外成长营地等特

色项目，开发了多条研学旅游线

路。同时，村里还统一实施 32幢

民宿“零碳”改造，建设共富市集

30余个摊位，带动200余位村民在

家门口就业。

乡村谋共富，既要强村，亦要

富民。2024 年，新建村游客接待

量达 61万人次，村集体经营性收

入达 160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

5.3万元。

搭好“台”迎来“年轻态”
新建村有一个充满艺术气息

的展馆，展馆内陈列着不少色彩斑

斓、画风淳朴的作品，以及形形色

色的旅游产品。谁能想到，这些作

品均来自村民艺术团队，出自平均

年龄超过60岁的“银发学员”之手。

这家乡村艺术馆的负责人是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漆画

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兼职教授张高俊，自 2012 年

受邀到新建村开展乡村文化艺术

建设以来，村民们乃至乡村的变化

让他感触良多，“当时大家都不太

懂，需要一家家上门去邀请。现在

很受村民们的欢迎，大家都很喜欢

这个形式，在家门口学学艺术，还

可以把作品卖出去增加收入。”

这些年，除了组织村民艺术

团，张高俊还积极寻求与全国多所

艺术学校合作，邀请研学团队体验

当地独特的风俗和文化，为他们开

展漆画技法、现代刻纸、插花、茶

道、渔民画体验等培训讲座。目

前，新建村已成为全国 20多所艺

术学校学生的实践基地。

艺术没有年龄的界限，不仅唤醒

了小山村的青春基因，也让小山村愈

加“年轻态”。从最初的“功勋列车”

主题景点，到大乐之野精品民宿、留

下艺舍、欢喜书店等时尚业态的引

入；从传统的观光旅游，到如今融合

了CS拓展、卡丁车等年轻化体验项

目的综合体，新建村实现了从“养老

村”到“青春社区”的华丽转身。

2024年，随着同心射箭馆的落

成和全国无瞄弓乡射大赛的举办，

新建村再次展现了吸引年轻群体

的强大魅力。数字化手段的运用

更让这种吸引力如虎添翼——通

过微信小程序，游客可以一站式完

成所有消费，村民也能轻松将农产

品销往全国。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的振

兴，特别是年轻人的回归与参与。”

余金红说，如今的新建村，大学生

写生、青年创业、银发学艺构成了

独特的“三代同堂”发展图景，实践

证明，只要搭建好舞台，乡村同样

能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热土。

巧做“三篇文章”交出共富答卷

□记者 尹倩倩 沈诗桥 通讯员

毛燕芳 王思涵 李东旭

上个月，全区深化新时代“千

万工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

暨缩小“三大差距”部署会举行。

定海吹响了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做法，加快缩小“三大差距”的冲锋

号：聚焦“强城”核心，突出“兴村”

关键，找准“融合”路径，奋力交出

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定海答卷。

傍晚，登上盐仓街道新螺头

村黄沙岙的制高点，在烂漫春花

的掩映下，一幢幢别具一格的民

宿隐匿于参天古树下。眺望远

处，东海潮涌、螺头晚舟的景象如

诗如画，让人不由自主地放慢了

脚步。

沿着山道一路步行，更是惊

喜不断，非岛书局、邻里中心、乡

野工坊、三美工坊等社群业态点

缀在山林间，显得生机勃勃。

“快来看看‘定海米道’特色农

产品，坐一坐，喝喝茶。”循声而去，

正是定海米道盐仓食语，只见店内

陈列着各类特色农产品、手工制品

等，透露出“原汁原味”的魅力。

见到一行人到来，店员周凤

仙忙着推荐本店特色和“黄沙秘

境”的热门打卡点。“如今来村子

的游客越来越多，我们很乐意当

向导，让大家看看新螺头村翻天

覆地的变化。”周凤仙是土生土长

的螺头人，在她的记忆中，黄沙岙

还是个藏在深山冷坳的空心村，

由于生活不便，村民们逐渐远离

故土，搬往他处。现如今，经过几

年的精心打造，村里的环境美了，

基础设施完善了，还发展了不少

新业态，“吸引了不少村民回乡创

业、工作，在‘家门口’就能赚钱。”

绿水青山是乡村发展的底

气，2017年，盐仓街道立足新螺头

村“山、海、古村落”特色资源禀

赋，深入推进新时代全域和美乡

村建设，并引入了“非岛·年轮公

园”文旅项目。

该项目通过租赁改造闲置农

房，打造秘境旅居、青鸟研学、恣

意生活、乡村漫游、匠心营造、零

碳追求、智慧服务等内容，逐步打

响了“黄沙秘境”这一文旅品牌。

眼下，“非岛·秘境”度假屋群

已初具规模，建成的数栋民宿各

具特色，非岛书局、邻里中心、乡

野工坊、三美工坊、黄沙乡村艺术

馆等投入运营，西班牙餐厅、无边

游泳池、乡窑面包房也建设完成，

还不时举办潮流生活集市、音乐

节、艺术展等活动，让民宿产业链

得到延伸。

随着人流量的不断增加，也同

步带动了村民就业和增收共富。

截至去年，黄沙岙共出租闲置农房

35套，每年带动村集体固定资产增

值近150万元，带来20万元以上的

租赁和物业管理收入。

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

重要目标，而产业则是实现这一

目标的关键载体。

眼下，坐落于新螺头村的高

端制造产业园项目如火如荼建

设，浙江欧深泰海洋科技有限公

司盐仓园区顺利开园，在拓展高

端项目的道路上，新螺头村捷报

频传。不仅如此，靠山临海的新

螺头村还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唤

醒黄沙、螺头等多区域的宕口、厂

房、农房等“沉睡”资产，引入企业

提高土地利用率，不断壮大集体

经济。

目前，新螺头村已有 40余家

企业进驻，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

从2021年的 459万元跃升至2024

年的 1028 万元，成为全区首个年

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千万元大关

的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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