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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区“海山潮声”自媒体联盟成立
本报讯（记者 高佳敏 刘攀

攀）区委宣传部日前联合区网络

文化协会在干 镇新建村开展

“美丽乡村 有你定好”达人采风

活动暨定海区“海山潮声”自媒

体联盟成立大会，进一步发挥网

络名人影响力，共绘定海区网络

空间“同心圆”。

活动现场，定海区“海山潮

声”自媒体联盟正式成立，并颁

发 2024年最佳传播奖和 2024年

优秀网红书记奖，仪式上35位创

作者首批入驻联盟。同时辖区3

个镇（街道）与自媒体达人签订

网络传播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

动区域产业提质增效、文化传承

创新及文旅融合发展。

活动还开展了自媒体沙龙，

“梦桃南山下”“雨总”“小罗同学

不太闲”等自媒体达人现场分享

自媒体运营故事，交流学习共享

经验。

此外，一行人还在南洞艺谷

景区、古禅林开展“美丽乡村 有

你定好”达人采风活动，不少身

着汉服的自媒体达人开启一场

文化与艺术的交融之旅，用新媒

体方式捕捉美好，感受定海的乡

村发展变化。

近年来，定海着力凝聚网络

力量，发挥特色所长，各位网红

达人“流量先锋”，用镜头记录定

海的华丽蝶变，成为城市的推介

官、探宝人。更有无数创作者在

抗台抢险、公益助农时主动发

声，用指尖传递定海温度，用创

意激活城市IP，全区诞生了正能

量话题超60个，登上全国热搜4

个，总浏览量超3.5亿人次，发出

了网络传播定海的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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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婷 叶武杰）浙江省全

国人大代表第二小组的代表们近日到定海

开展调研，先后实地考察东海百里文廊、

五山水利工程（东海云廊生态带）、定海古

城等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富光、区

委书记孙丹燕、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林剑彪

等陪同。

在东海百里文廊昌国段的仰天碗观景

平台，代表们俯瞰蜿蜒的“云顶公路”，极

目远眺定海湾、干 西码头、双桥蚂蟥山

等山海城景色。近年来，定海区以“千万

工程”为牵引，串联8个镇（街道）、融合定

海乡村特色元素打造了“东海百里文廊”，

为沿线的美丽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代

表们认为这条集农文旅于一体的共富廊

道，不仅勾画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山

水画卷，更是走出了一条促进城乡融合高

质量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新路径。

随后，代表们一行来到五山水利工程

（东海云廊生态带），听取关于五山水利工

程的介绍，并实地察看箱涵、生态水池、库

库联通等水利设施，以及台风印记、状元

阁等沿线景观节点，了解“水利+”工程建

设初衷、运行原理及成效。“工程规划得很

系统也很科学。”“云廊建设过程中既兼顾

了生态环境保护和水利设施利用，又能惠

及群众生活休闲。”代表们纷纷点赞定海

“跳出水利谋水利”“变水患为水利”的创

新实践，认为五山水利工程（东海云廊生

态带）不仅有效缓解了城区内涝顽疾，其

通过植入“水利+”理念打造的城市空中绿

道，更是整合了生态资源，打开了城市发

展新空间，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的共赢。

夜幕降临，代表们来到定海古城，实地参观走访东城门、文房四宝

园等地，感受古城共富集市的“烟火气”，并听取了定海在历史文化传

承、古城微更新、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的实践经验。“身处其中，能感

受到浓浓的历史文化气息，但这个历史又能与现代活力很好地融

合。”代表们一致认为，定海古城在微更新过程中既保护了砚池、文笔

峰等历史遗存，又引入非遗工坊、多元餐饮等新业态，为传统街区注入

了现代活力，也进一步激活了文旅消费潜力。

全市乡镇（街道）“全科窗口”
改革工作现场会在定海举行

本报讯（记者 尹倩倩 叶武
杰）全市乡镇（街道）“全科窗口”

改革工作现场会近日在定海举

行。各功能区管委会分管负责

人、各县区（功能区）政务服务机

构主要负责人、各乡镇（街道）分

管负责人等走进干 镇，学习

“全科窗口”改革试点经验，推动

服务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

的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以基层

减负增效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

得感。

与会人员一行首先来到位

于干 镇政府的便民服务中心，

参观干 镇“全科窗口”改革试

点工作。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

与会人员详细了解窗口及人员

设置、功能布局设置等情况，并

学习了“全科窗口”事项清单、管

理制度等。

一行人还走进干 镇新建

村，开展循迹溯源活动，先后参

观了群众艺术创作中心、新建村

便民服务站等点位，感悟“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和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干 镇相关负责人还分享了改

革试点工作的经验做法。

今年，我市对推进镇（街道）

“全科窗口”改革试点工作进行了

部署，并列入“985”行动大会战重

大改革任务清单。作为定海的首

个改革试点单位，干 镇全面落

实试点单位主体责任，截至目前，

6项重点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较

去年同期，可办事项增加18.4%，

即办件增加71.43%，单窗口服务

能力提升超3倍，高频事项平均

办理时长压缩50%，群众满意度达

100%，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催动“百业兴”捂热“钱袋子”
——“寻美青山间”系列报道④

□记者 高佳敏 刘攀攀 通讯员 王
思涵 夏鲁娜 毛燕芳

青山为幕，产业作笔，定海催

动“百业兴”发展勾勒乡村振兴新

图景。当特色种植嫁接文旅IP，当

乡村文化赋能品牌价值，定海美丽

乡村建设正按下发展“快进键”，以

产业振兴为笔触，在青山绿水间绘

就一幅农民富、乡村美的共富画

卷，也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

银山”。

“从滞销到家家不愁卖，皋泄
村的日子一年比一年过得旺”

“现在我们舟山晚稻杨梅名气

大了，不愁卖，钱还越赚越多……”

位于白泉镇皋泄村的舟山市定海

区阿军家庭农场负责人袁位军边

不停接听预订电话，边察看枝头上

已见青的舟山晚稻杨梅，心中感慨

万千。

在白泉镇皋泄村，像袁位军这

样还未到杨梅季就接单接到“手

软”的早已屡见不鲜，甚至不少农

户家的舟山晚稻杨梅早已被高价

“包圆”。如今，村子漫山遍野的果

树产量与品质都实现“双提升”，尤

其这几年靠着这214亩的舟山晚稻

杨梅和香柚猛“长”钱，十七八年

间，果园的年产值从几万块钱“飙

升”到几十万元，让袁位军着实感

慨日子越过越旺！

去年 1000 亩皋泄香柚和 2000

亩舟山晚稻杨梅实现总销售额一

千余万元，比往年增长 200 万元

……从“卖啥亏啥”到“点果成金”，

皋泄村近年来用产业振兴蹚出共

富路，让乡村振兴的果实真正甜进

了村民心坎。

“我们这几年注重果林恢复和

种植技术提高优果率外，还重点引

进深加工产业。”白泉镇皋泄村党

委书记苏明英说，今年以来皋泄村

依托当地果品资源优势，积极发展

果品深加工产业，拉长果品产业的

“时间轴”，提升价值链，实现果品

增值、村民增收。去年，“皋泄香

柚”成功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这是定海第3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也是助力定海培育地方特色

品牌融合产业发展的创新应用。

在位于东海百里文廊白泉段

苏家老屋101号，一家果酒厂正如

火如荼建设中。“7月第一批杨梅酒

将上线，已经有 30 个农户和我对

接，能实现农户增收上万元，果酒

预计年销售能达100吨，我对皋泄

的杨梅酒、柚子酒的品质很有信

心。”东都酒业（舟山）有限公司负

责人刘增华说，属地搭台提供了优

惠的租金政策，并注册“云顶仙乡”

品牌，果酒厂投产后还将面向当地

村民推出就业岗位，引导村民在家

门口就能灵活就业。

建设晚稻杨梅展览馆项目、晚

稻杨梅示范性农场及农事服务中

心、晚稻杨梅全自动智能化酿酒项

目、柚子深加工基地项目……产业

兴旺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

水”。近年来，电商直播车开进果

园，杨梅酒、柚子酒等深加工产品更

是让“季节限定”变身“全年热销”。

更妙的是，每年舟山晚稻杨

梅、皋泄香柚成熟时，文廊采摘游、

共富市集、自驾游吸引不少游客纷

至沓来，村民们摆起农产品摊位，

也串起了“绿水青山”的致富链。

去年，该村集体经济总收入突破

560万元。

“从0到1，东海福泉村的
幸福泉水叮咚响”

三年前，伴随着东海第一泉在

双桥街道东海福泉村成功出水，定

海实现了温泉产业“从0到1”的历

史性突破，如今，这里借助天然资

源，让温泉+业态“遍地开花”，产业

兴与村民富“相得益彰”，也让生活

在这里的人们越来越有奔头。

“泡着温泉，闻着空气中的泥

土和草木的清香，心情愉悦，是个

度假的好地方，下个月带着家人还

要来，老板你可得帮我预留个房

间，节假日太难定了……”知山温

泉民宿的负责人蒋龙边为客人办

理退房手续边开心地应和道。而

这一场景在蒋龙看来已不足为奇

了。

“我记得去年刚营业时第一个

月还是旺季，大概只有两万元左右

的营业额，现在不仅冬天节假日入

住率保持 90%以上，营业额基本每

天1万元左右，就连现在的淡季也

能保持稳定的客流。”蒋龙乐呵呵

地说。截至目前，该民宿已营业一

年有余，营业收入达150万元，接待

客房量超2000间，带动8名村民在

家门口端起了“温泉饭碗”。

从常年寂静的村子到晚上

10时还有人来村子泡温泉，作为第

一批在东海福泉村发展业态的村

民蒋龙深有感触。“自从温泉出水

后，不少村里人有了回村养老的想

法，村子也变得越来越热闹，我也

有了开一家温泉民宿的想法。”如

今的知山温泉民宿里，15间房按照

一间房、一个小院、一个汤池的设

计，并以春夏秋冬四季命名，受到

不少游客欢迎。同时，民宿在保留

原有建筑风貌的前提下，对外墙和

内部结构进行重新改造。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几

年间，东海福泉村大力推进以商引

商“造血路”，吹响乡村发展的共富

集结号。知山温泉民宿、稻海温泉

体验中心、福馥治愈空间、“YOUNG”

美式乡村披萨馆、村民温泉民宿、

农家乐……如今，一个个新业态正

以“温泉之名”在东海福泉村“遍地

开花”，擦亮文旅招牌。

同样享受到这一产业效应红

利的还有距离出水口不到五分钟

车程的紫微山庄。依山傍水的紫

微山庄紧邻东海第一泉，近日也因

“泉”而改变经营模式，从仅接待团

队游客，到把山庄打造成“接地气”

的乡村大食堂，吸引了众多自驾游

客纷至沓来。“50%到 60%的客人都

是因为参观云顶仙乡、泡温泉，顺

便来这里就近吃个便饭，最多容纳

过1000多人，营业没几天就突破两

万多的营业额。”紫微山庄负责人

应桂红说。

伴随着东海福泉村的天然温

泉火爆“出圈”，带动了吃住行游等

多场景消费增长，也为村民增收架

起了致富桥梁。周末一大早，年过

七旬的村民蒋师傅便挑着从自留

地采摘来的农产品，来到出水口旁

的“温泉幸福集市”吆喝，不一会儿

就有了几十元进账。蒋师傅告诉

记者，“温泉幸福集市”开张以来，

五个摊位每天免费为村民就近售

卖农产品、特色美食等提供方便。

泉水叮咚响，幸福汩汩来。东

海福泉村以泉之灵动，唤醒“沉睡”

的财富，打造海岛特色村落。“因温

泉带动的已经有十几种业态，年收

入和人均收入最起码提升 20%左

右，累计吸引游客 13500 人次左

右。”该村工作人员侯飞娜说。

“从‘薄弱村’到‘明星村’，
古樟驿‘出圈’速度真快真猛”

位于盐仓街道叉河村的古樟

驿是古代学子前往虹桥书院的重

要驿站，以往21株古树下总是静悄

悄，而今此起彼伏的扫码到账声与

欢笑声交织成曲。

上午临近11时，随着一道道由

本地食材烹饪而成的四五十道菜

品出锅，古樟驿简餐厅处座无虚

席，烟火气十足。“忙得脚不沾地，

一到节假日一百多张餐桌都得靠

‘抢’，这种自助取餐模式和价格实

惠的菜品，更加吸引食客。”餐厅里

的喜人“效益”让舟山市定海古樟

驿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吴红芬看在眼里，“‘乡村简餐

’新业态每天人流量达800人，节假

日2000多人，每天营业额2万元至

6 万元，还能解决本地 100 斤果蔬

销路。”

定海供销时代记忆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倪妮 叶武杰 通

讯员 邵晶磊 文/摄）5月31日至6

月 2日，定海供销时代记忆展在定

海古城东大街许氏民居开展，为市

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穿越时空的

奇妙之旅。

展览现场，“时光胶囊”展区宛

如一台时光机，铁皮饼干盒、锈迹

煤油灯、搪瓷脸盆等老物件，从尘

封记忆中“苏醒”，静静诉说着岁月

故事。展区内复刻的供销社场景

尤为吸睛——木质玻璃柜台、泛黄

的经典标语墙，让参观者仿佛瞬间

置身于上世纪的购物场景。供销

社大事记隧道通过光影技术，动态

还原了上世纪70年代海岛人“凭票

购物”的生活图景，让观众沉浸式

体验计划经济时期的生活质感。

在舟山文创奇趣岛展区，传统

工艺与现代创意激烈碰撞，温润

的大漆天然葫芦摆件将自然纹理

与工艺美学结合，青蟹钳子造型

的珐琅把玩件透着海岛渔家的灵

动趣味，流光溢彩的珐琅螺钿饰

品则闪耀着非遗技艺的独特魅

力，每件作品都成为传统与创新

交融的注脚。

在观展人群中，有驻足凝视老

物件时湿润眼眶的老人，也有在复

刻柜台前摆拍复古造型的年轻

人。市民朱女士指着展位中的缝

纫机感慨，“小时候在爷爷奶奶家，

夏天常躺在竹椅上乘凉，奶奶总用

这台缝纫机缝补衣物。现在家里

仓库还留着老旧电视机，看到这些

物件，仿佛把童年回忆都找回来

了。”在朱女士看来，展览不仅是个

人记忆的唤醒，更是定海历史的缩

影，“这样的展览也是让更多孩子

认识祖辈生活的重要课堂。”

“记忆展既是对计划经济时期

供销文化的历史打捞，也是对‘扁

担精神’‘背篓精神’的当代传承。”

定海区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马海

建表示，记忆展旨在通过老物件和

场景复原，让年轻一代直观感受经

济社会变革轨迹，同时为中老年群

体提供情感共鸣，同时展览与定海

古城文旅资源的结合，既丰富了城

市文化记忆的展示窗口，也为青少

年教育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支点。

6月 6日至6月 8日，定海区供

销社还将在许氏民居举办“山海共

富”展销会，与记忆展形成联动。

同时，定海区供销社还在干 镇龙

潭老街打造永久性老供销物件展

览馆及青少年研学基地，推动供销

文化以常态化形式融入现代生活。

牢记嘱托十年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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