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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绘“向海而兴”蓝图 铺“城乡共富”之路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11月11日，当太阳从海那
边崭露头角时，海这边，浙江省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渔港正在
举办的第八届沈家门渔港民间
民俗大会上锣鼓齐鸣、人头攒
动。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齐聚
于此，共赏丰富多彩的民间民
俗文艺展演。

随着一支支巡游队伍沿邻
海街道缓缓入场，鼓掌声、喝彩
声此起彼伏。这些由普陀区各
乡镇非遗文化传承人、群众演
员参与的巡游节目，淋漓尽致
地展现了普陀各地区民俗文化
特征、还原了东海渔民历年来
出海捕鱼的生产生活风貌。

沈家门小渔港的盛会彰显
了普陀区“向海而兴”的大梦
想。日前，中国城市报记者聚
焦普陀区，了解“八八战略”实
施20年来，普陀如何立足海洋
文化资源，开拓出一条世界级
的“海岛共富”新航线。

“文旅产业”为舵
提升发展速度

从600余年前“建立沈家门
水寨”，到“茅屋绕白沙”的小渔

村，再到近代“万条渔船一港收”
的世界三大群众性渔港之一，沈
家门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集现
代船舶修造、远洋运输、世界水
产品集散的全国性重要港口。

沈家门渔港民间民俗大会
作为普陀区推动海洋文化高质
量发展的特色民俗文化品牌，
从2003年开始，已成功举办了
七届。搜索前几届大会的报
道，关键词不乏“格调高雅健
康、氛围喜庆祥和、民间特色鲜
明、渔乡风味浓郁、大小活动穿
插、亮点绝活纷呈、推出渔港品
牌、打造渔都名片”等。

时隔多年，立足高质量建
设现代化新普陀，以沈家门渔港
为代表的海洋文化被继续解码、
持续升级，愈发国际化。“恢复举
办第八届中国沈家门渔港国际
民间民俗大会，既是群众的呼
声，也是时代的召唤。”普陀区文
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人说。

以文旅活动为媒介，普陀
区有着良好的硬件基底，宝龙
城市广场、中央山体公园、滨港
路、半升洞、晨晖街视觉通廊等
地段，购物、美食、娱乐、文化、
休闲、住宅、酒店、交通等基础
设施一应俱全。

“来到‘沈家门’，就是‘一

家人’。”在普陀，随处可见标有
此话的横幅，不仅彰显普陀区
委、区政府和市民对来客开放、
友好、热情的态度，更是普陀文
化推广的软件基因。

“游客到普陀，随便上哪一
家餐厅吃饭，老板都会送上他
们店的名小食，然后和你聊上
几句、喝上两杯，甚至共同高歌
一曲。”餐饮从业者徐大姐告诉
中国城市报记者，“因为神州大
地之下，皆为龙的传人。”

长期以来，“龙”都是普陀
民间民俗文化的灵魂和主题，
皆因此处在神话故事中是东海
龙王的故乡。在沈家门渔港国
际民间民俗大会上，有16支来
自普陀本土和全国各地的舞龙
队在此弘扬龙文化，如上海市
的“小青龙”，浙江省湖州市的

“百叶龙”、舟山市六横镇的“崇
文龙”和桃花镇的“庆丰龙”等。

无论是“渔”文化，抑或“龙”
文化，在舟山市普陀区委副书
记、区长徐炜波看来，都是普陀
近年来致力于探索海洋文化基
因解码转化利用的成果。在沈
家门渔港国际民间民俗大会上，
徐炜波说：“希望通过此次活动，
让更多人了解普陀海洋文化的
深厚底蕴，感受普陀海纳百川、

兼容并蓄的精神风貌，促进海洋
文化、民间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以文化力量持续为高质量建
设现代化新普陀贡献力量。”

“乡村产业”为桨
助力行稳致远

普陀沿海地区，各式各样
的民俗文化活动惹人注目；内
陆各村镇，精彩纷呈的乡村游、
音乐节、丰收节、摄影赛等主题
乡村节庆活动同样吸引了一批
又一批游客。

被问到当中最具代表性的
地方，不少普陀人纷纷提及展
茅街道。据悉，展茅街道“十四
五”期间深挖地域文化、拉高村
民和农户参与度、发展高质量
服务业、多渠道开展营销……

每逢乡村节庆，展茅街道
便通过“组合拳”提升节庆综合
效应，努力实现全域“农业发展
看展茅、农村游学逛展茅、农民
创客来展茅”三大目标。

“来展茅，推荐先去‘网红
村’——黄杨尖村感受一下。”
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时，展茅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傅
颖凯提议。

跟随傅颖凯的脚步，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立在黄杨尖村村
口的智慧导览屏。“导览屏不仅
介绍有黄杨尖村的历史文化和
景点资讯，还能实时显示人流
量、停车位等，游客搜索查询信
息非常方便。”傅颖凯说。

入夜时分，黄杨尖村灯火陆
续亮起，村内小道格外热闹。
远处，绿草田野，村民的房屋上
炊烟袅袅；近处，街巷阡陌，一
间间咖啡厅、美食铺、特产店、文
创室内满是欢声笑语……

在55·公路咖啡生活馆，
全系瑰夏咖啡+湘西菜的融合
风格为食客带来独特的味蕾体
验。90后老板谢俊伍自娶了
一位舟山姑娘后便定居于此，

为了满足在制作咖啡愿望的同
时还能宣传故乡湖南麻阳的特
色美食，谢俊伍和他妈妈做起
了老家风味菜，有时还随咖啡
赠送麻阳冰糖橙，没想到一炮
走红。许多游客说，来黄杨尖
村一定要到此试试一口瑰夏咖
啡、一口湘西菜、一口冰糖橙的
感觉。

除了鼓励返乡自主创业，
展茅街道还通过“政府引导+龙
头企业带动+村集体参与+旧房
改造”等模式，推动各村发展成
为乡风乡情乡貌的文旅会客厅。

如地处黄杨尖村，由龙头
企业带动发展起来的元一书
坊，清新舒适的阅读风格是年
轻人提升自我视野的好去处。

“不少市区的游学、研学队伍常
在此举行雕版、活字印刷的体
验活动，这已经成为我们店的
特色活动项目。”元一书坊负责
人殷实介绍说。

在田公岙村，“庐岸·岸上”
民宿是当地旧房改造的成功典
型案例。这里修旧如旧、旧里
出新的设计风格，带给住客一
种既有乡土气息，也有典雅风
情的别致感受。

深入村镇中心，年轻从业
者的身影比比皆是；踏上田野
农地，忙着收割农作物的中老
年人也不在少数。傅颖凯解释
说，在展茅，文旅产业由政府牵
头，龙头企业统一管理。村民
可根据自己喜好从事任何一项
生产工作。

依托这种发展理念，展茅
街道各村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得
租金、股份分红得股金、入园就
业得薪金、家庭经营得现金、订
单派工得酬金的“一地生五金”
共富分配机制，收入得到显著
提升。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展
茅各村总共流转土地3700亩，
促进低收入农户灵活就业100
余人，辐射带动农民年人均增
收2万元。

■魏顺庆

在江西九江漫步长江江

岸，登上琵琶亭远眺，一江清水、

两岸青翠，心旷神怡。九江人还

记得，曾经露天矿让青山挂白，

采砂船让长江蒙尘，长江岸线一

度病得不轻。“最美岸线”的生态

之变，见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的决心和力度，映照广大

党员干部“笃行不怠，一以贯之，

久久为功”的担当和作为。

干部干部 ，干字当头。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强

调“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

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积极开

拓进取、勇于担当作为”；在浙江

考察时强调“健全干部担当作为

激励保护机制”；在江苏考察时

强调“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激

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重要要

求，为广大党员干部聚焦干事创

业、勇于担当作为提供了指引。

既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能干会干

善于干，我们才能用实干推动发

展、取信于民，为不断开辟事业

发展新局面奠定坚实基础。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

是奋斗出来的。推进伟大事业，党

员干部应担当使命、奋发有为。从

焦裕禄“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

雄”，到廖俊波“认准的事，背着石

头上山也要干”，再到黄文秀“用自

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

为社会作出贡献”，时代条件不同，

但为民服务的情怀一脉相承，担

当作为的品质始终如一。一大批

优秀干部在平凡岗位成就不凡业

绩，树立起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

榜样。新征程上，想干事、能干

事、敢担当、善作为的党员干部

源源不断涌现出来，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就可以越走越宽。

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

在，也是价值所在。干事就要创

造业绩，创造业绩必须树立正确

政绩观，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

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

的问题。“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恶恶之”，为民办事、为民造福是

共产党人最重要的政绩，为老百

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是检验政绩

的重要标准。始终把人民安居乐

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

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一

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

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党员干部就能赢得百姓的好口碑。

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需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

好环境。要用好干部考核评价

的“指挥棒”，把担当作为的标杆

树起来。通过完善干部担当作

为激励和保护机制，形成能者

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

好局面。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

结合，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

经常性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

来”，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

为。各级领导干部要敢于为担

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

事者撑腰，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

当作为的各种因素，让愿担当、

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舞

台无比广阔，承担的使命无比光

荣。真抓实干、挺膺担当，以时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为党和人

民履好职、尽好责，把初心和使

命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

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原

动力，党和人民的事业必能不断

从胜利走向胜利。

近日，“拥抱城市——北京市

轨道交通一体化展”在北京市规划

展览馆展出。本次展览包含序厅、

科普站台、彰显风采、齐驱并进、未

来愿景、尾厅六个板块。16个重点

项目、60多个典型案例展示了近年

来轨道交通一体化取得的突破与

创新。这是北京市首次以展览的

形式面向公众展示轨道交通一体

化发展成就和未来愿景。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拥抱城市——北京市轨道
交通一体化展”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