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海岛山村的经济
需重视海洋生态文明

———访东海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浙江海洋大学教授黄建钢

文汇报：近年来，南洞村以农家乐

和渔民画为主的两种模式让当地村民

收入翻了几番。请您解读一下，南洞村

海岛山村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全国有

什么借鉴作用？
黄建钢： 这实际是一种生态文明

经济，是生态和文明的有机结合，一种

利用自身特有生态创富的经济方式。
它既可看成是把经济要素和标准植入

生态文明的结果， 也可看成是生态文

明在经济上体现和表现的结果。
南洞村已经把生态文明落入和落

实到了生产方式，发生经济作用，也产

生了经济效应。 这是很有实践和理论

价值的。当然，这个模式还没有定型和

成熟，有很大的发展和完善空间：它横

跨农业经济和海 洋 经 济 两 大 产 业 领

域， 可以更多地利用它在海岛的自然

状况和资源，从“农家乐”向“渔家乐”
方向发展； 此外还应该在 “乐” 字和

“乐”态上做文章，再从“利益经济”向

“心理经济”方向发展。现在，南洞村经

济已经在“宿”———“民宿”和“吃”———
“土菜”、“海鲜”等概念上为现代的“快
乐经济”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正在往

“快乐综合经济”方向发展，但目前距

离“快乐”的境界还有一些距离。 国内

旅游业发展主要还是“游玩”，“乐在其

中”和“自得其乐”的味道少了一些。南
洞村引渔民画进农家乐， 已经体现了

这种发展的端倪。 这实际上是在引艺

术进旅游业， 让旅游业好玩起来，“快
乐”起来。“快乐经济”也是一种心态经

济，这也是一种崭新的尝试。 农家乐，
乐在接地气， 艺术只有接地气才能引

起、引发和引导人们心态的变化。 “生
态经济”首先是一种生态保护经济，然
后是一种生态发现经济， 最后才是一

种生态利用经济， 关键在于对特殊区

域生态规律的发现。 南洞村经济就是

这样一种生态文明经济。 这种生态文

明经济思路值得全国借鉴。 但不能照

搬， 因为每个自然中蕴涵的生态机理

和规律是各有不同的。
文汇报： 定海区干 镇新建社区

由黄沙、南洞和里陈三个自然村组成，
组建社区的方式对于乡村经济发展有

什么意义？
黄建钢： 这种社区的组建首先属

于一种农村基层治理方式的探索，然

后才是一种农村基层经济发展方式的

摸索。 农村基层治理不仅是国家治理

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且还是国家

治理体系的基础构成部分。
从新建社区可以清晰地看出，一

般一个自然村难 以 构 成 一 个 生 态 社

区。细读“区”的繁体字“區”发现，它本

来就应该是一种由三个自然村———一

个村一口井组成的农村基层社区。 其

中的“三”是最小的虚数。 这个社区的

组建是浙江省在这方面所做的积极创

新和探索的一种形式。与一般的“一村

一社区”相比，“N 个村一个社区”的模式

更显示了山区和丘陵地带农村基层社区

的特殊性。 从定海区干 镇新建社区由

三个自然村构成发现， 它完全符合社区

的“区”最初形成的状态及其结构———特

别是从这个社区结构看， 南洞村要靠里

面一些，地势也要略高一些。黄沙村和里

陈村就要靠外一些，地势也要略低一些。
这符合 “依据生态文明基本原理和态势

来加强和加大农村基层社会治理” 的基

本思路。 农村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一定

是一种生态的有机性， 这也是把生态文

明落入和落实到了农村基层治理中去。
这个社区的组建对全国农村基层社

区的组建都有启发：我们需要生态社区，
而不是自然社区。 生态社区是以自然社

区为基础，但又超越了自然社区，将进入

一个生态机理和态势的状态。 而自然只

是一个现象；生态社区是一个现代概念，
中国现在的农村基层社区基本都是自然

社区。 这就需要重新构思、构建和组建。
舟山市定海区干 镇新建社区的组建就

是在“生态社区”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是为农村基层治理奠定了一种富有生态

文明理念的治理结构。
文汇报：“建设美丽乡村、 发展美丽

经济”是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海岛山村在

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意什么？ 如何实现

可持续发展？
黄建钢 ： 南 洞 村 经 济 其 实 是 一 种

“美丽经济”。 “美丽乡村” 和 “美丽经

济” 的概念几乎已经家喻户晓， 但对其

内涵的认识还有空间。 很多人都把 “美
丽” 混同了 “漂亮”。 “漂亮” 属于形

象。 “美丽” 是在 “漂亮” 的基础上再

加上气质、 内涵和教养。
在南洞村，“美丽经济”的发展已经

进入一个艺术和心理层面。 海岛山村的

“美丽经济 ”之 “美 ”更在海洋性空气和

气候，也在海味和鱼味。 它往往是陆地

文明与海洋文明结合的产物，其中蕴涵

的海洋文明更容易被具有陆 地 文 明 的

人所接受和内化。 在这方面，渔民画就

体现了这种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 要把

南洞这个海岛乡村打造成为 一 个 陆 地

生态村和海洋生态村的典范。 它对分布

在我国长达 1.8 万多公里沿海岸线上的

很多类似村落来说很有参考价值，其中

的居民既是农民又是渔民。 这样的村落

怎么建设和发展， 不仅是理论问题，也

是现实问题。 它需要山海协作，需要陆

海统筹。
其实，自然只是一种漂亮。只有符合

生态文明的，才是最美的。要特别注重海

洋、海岛、海边生态的特殊性。 建立同样

的美丽乡村，在大陆上和在海岛上，或在

沿海边，要注重的生态问题各有不同。它

起码是被海风所裹挟的； 它起码是被蓝

天白云覆盖的。 所以， 在发展海岛山村

时， 一旦忽视和忽略了海洋生态文明，
“美丽经济”就只会成为或者停留在“漂

亮经济”和“GDP 经济”的层面上徘徊。

石览

谈起“2015 年 5 月 25 日”，南洞村的村
民记忆犹新。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到舟山
市定海区干 镇新建社区调研时，充分肯
定了新建社区依托绿水青山资源，带动村
民创业增收，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美丽
经济”所取得的成效。

南洞位于舟山本岛干 镇南部 。 2004
年，与黄沙、里陈两个自然村组成干 镇新
建社区。 初夏时节，开往南洞的盘山公路上
吹来湿润海风。 和中国其他山村不同的是，
这个山村有海风吹过、 距离城区只要 20 多
分钟的车程。

刚下车，记者看到田野里有两个正在务
农的村民，这是农家乐兴起前这个地方村民
的主要生活写照 。 农田旁边是 “群岛美术
馆”，在山村里看到美术馆算是件稀奇事。 可

是对于南洞村的村民来说，他们经常穿着沾
满泥土的鞋来到这里学习渔民画。 农家乐和
渔民画就像每天迎面吹来的海风一样 ，“滋
养”了这里的村民。

从一个交通闭塞的偏僻山村到如今的美
丽海岛乡村，南洞在“潮涨潮落”的岁月里经
历着蜕变。 “这里总体发展方向是生态和文
化，生态可以把青山绿水都守住，文化可以引
导人，丰富村民的精神家园。 ” 干 镇新建社
区副书记芦海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农家乐渔家画，海岛山村美了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佩珍

让村民在家门口挣钱

干 镇新建社区刚刚组建之时，南

洞还是舟山群岛里一个不知名 的 小 山

村。村里的主干道是一条烂泥路，村民大

多在外务工， 没有外出务工的村民有的

在田野里种地， 有的在山坡上种一些经

济作物作为收入来源。 直至 2009 年时，
村里年人均收入也才四五千元。

“万事开头难”，首先要解决的是让

村民头疼很久的“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

泥” 的烂泥路。 新建社区被村民们称为

“阿红书记”的余金红第一件事就是带着

村民们修路。
当时修路需要 20 万元， 对于当时

的新建社区来说 ，这是个 “天文数字 ”。
但是余金红没有放弃 ，“咬咬牙 ” 跑驻

扎在当地的部队 ，跑粮食局 ，挨家挨户

发动村民集资……几 个 月 下 来 ， 终 于

把建设资金落实到位 。 修完路后 ，村民

们对这位刚上任的女书记满是 叹 服 和

敬重 。
“要想富，先修路”，是老百姓津津乐

道的一句话。修完路后，余金红心里开始

琢磨村里发展经济的事： 社区基础设施

基本完善后， 能不能发展可持续的乡村

旅游？ 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让村民能在

家门口挣钱奔小康？
“来舟山旅游的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

是看海，其次是到普陀山礼佛。 南洞作为定

海区一个小山村，跟两者都不沾边。 于是，
我们一直在思考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干

镇新建社区副书记芦海峰说。
余金红就带着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

外出考察，考察途中，发展“农家乐”的想

法，在余金红的心里已经萌芽。 回来后，
余金红就盘算如何实现。 里陈村的村民

顾国蓬发挥党员带头作用， 开起了第一

家农家乐。
“但是我们资源有限，山不高，地也

很少， 刚开始开农家乐时并没有吸引足

够多的游客。再加上老百姓外出务工多，
人力资源也不够。 ”刚开始的艰难，芦海

峰还历历在目。
余金红带着党员干部和村民们进行

了很多尝试。 2009 年的时候，浙江一所

艺术院校的教授来到新建社区参观。 他

向余金红提出了建立“大学生采风基地”
的建议。 当时艺术学校的学生采风地集

中在安徽、江西的古老村落里，在海边写

生的资源还没有开发出来。
可是，余金红还是有所顾虑的：大学

生采风基地建设跟新建社区的发展方向

不太相关；作为一个建成不久的社区，历
史沉淀也不够，这样做能否成功？

虽然顾虑很多， 但是余金红想让村

民过上好日子的念头更加强烈。于是，她

接受了这位教授“先试试”的建议。 2009
年 3 月， 宁波城市学院 300 多个学生来

到了社区。 住宿安排在社区部队营房的

家属楼里，吃饭安排在农家。当时农家乐

还没发展起来， 余金红跟村民商量每户

安排 2 到 4 桌，每桌 10 个人，200 元。 除

去买菜的费用， 安排两桌的人家可以挣

到将近 200 元。 余金红看到了希望。
刚开始，来采风的学生对于这个海岛

里的山村充满新奇。 到第三天，他们就发

现没什么可以值得写生了。余金红又陷入

苦恼：怎么开发资源，留住游客？ 于是，她
又一次带着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邀请这

些学生为这个社区提建议，开了一次又一

次座谈会，确定了建设“大学生采风基地”
的大方向。这个小山村的改变从这里真正

开始，最先实施的是南洞外墙改造。
芦海峰说，“对于外墙改造， 南洞老

百姓还是担忧的： 一是改造房屋的质量

问题， 另外就是改造之后到底能不能吸

引大学生来。当时我们白天规划设计，晚
上给村民、党员开大会，每天都这样，经

过三四天，方案也是一改再改，有些方案

改了十几次， 最后定下来先成立房屋改

造工作小组。 房屋改造小组先由南洞村

的泥水匠工匠、村民代表、党员、社区干

部等组成。这个房屋改造要透明，明确规

定老百姓出 20%，社区出 80%。 ”
南洞的房屋是典型的南方民居，白

墙青瓦，飞檐斗拱。 经改造，家家户户的

壁墙呈现了新时代村民生活场景，主题

涵盖海洋文化和各时期文艺代表作品。
社区以打造全国艺术院校大学 生 实 践

基地 、南洞艺谷为载体 ，建设了集火车

休闲广场、渔人码头、休闲仿古老街、壁

画村等项目于一体的南洞旅游 文 化 景

观区。
记者来到了南洞接受房屋改造“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家———周彩堂家。 年

过七旬的周彩堂和妻子周荷叶 正 在 他

们经营的小店里忙碌，有三个正在午休

的工人在小店的一角吃泡面。 对于当年

接受房屋改造，周彩堂还记忆犹新：“当

时余书记来找了我们两次，告诉我们会

把房子弄得好看 ， 也能带动经 济 的 发

展。 我们只需要承担房屋改造 20%的费

用，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家只出了 16000
块钱。 ”

夫妻俩除了经营一家小店， 还把空

余的房屋租给别人经营， 一年租金一万

多。 “我们老两口现在年收入五万多，和
之前在外面做临工、 种地比起来差得不

多。但小店的活轻松，我们年纪大了重活

也做不动了。 ”周荷叶说。
在南洞，春天油菜花漫山遍野，秋天

向日葵欣欣向荣。 谈起南洞近几年的变

化，周荷叶由衷地感叹道：“路修好了，环
境也变好了， 到我们小店买瓶水的人也

越来越多，今天普陀山就来了很多客人！
城里人过来看到大水库这么干净充满惊

讶，这些都是他们平时看不到的。”

美丽乡村有自然禀赋

对于村民袁其忠一家来说，2015 年

5 月 25 日更是终生难忘的日子 。 这一

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他们家。
袁家大院在南洞 89 号，它还有个文

艺的名字，叫“画春园”。当年坐在这个庭

院里，习近平总书记对村民们说，浙江建

设美丽乡村有自然禀赋， 也有当年开展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前瞻性。
现在， 袁家大院成了南洞的一个旅

游景点。大门前就写了袁家的特色菜：招
牌红烧肉、特色熏鱼、炝蟹、清蒸小黄鱼、
红烧芋艿、地瓜红豆粥。

袁家的农家乐主要是 “四姐妹” 在经

营：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媳。 “我负责采购、老
二负责卫生、老三和弟媳妇负责做饭。 ”大
女儿袁婵娟说，“一家人做事，其乐融融”。

游客主要通过打电话预订， 老客户

偏多。 袁婵娟深知，“没有回头客就没有

生意”。 室内 11 桌，院子里 3 桌。 根据选

择的菜肴， 一桌的消费几百到几千元不

等。袁婵娟告诉记者，一年的毛利润达到

100 多万元。 这比以前翻了几番：“以前

每天平均做 3 桌，节假日十多桌。现在一

天七八桌是正常的。 ”
袁家大院的旁边，是袁家菜园。根据

时令，轮流种些蔬菜。 有青菜、土豆、玉

米、地瓜等。 丰收时土豆有七八箩筐。
开农 家 乐 的 第 七 年 ， 对 袁 婵 娟 来

说，感触最深的是当地老百姓素质提升

很多 ：“我们没什么文化 ， 随着游客越

来越多，我们也在慢慢提升自己。 有的

时候游客找不到公共卫生间，就来老百

姓家上个厕所，口渴了进院子里来喝杯

茶 。 农家乐一开 ，游客说要水果 ，要土

鸡蛋 ，就各家拿过来 。 南洞 ，现在越来

越好了。 ”
“我是舟山本地人， 是来南洞游玩

的。以前这个地方因为在山坳里，到城区

不方便，村民生活比较清苦。 现在，在他

们社区书记的带领下越来越好了。 我来

这边玩一是因为这儿青山绿水， 二是这

里有一些美术展览。 家里一来客人我就

带他们来这吃 饭 ， 这 是 我 第 六 次 过 来

了 。 ”说完 ，一个正在袁家大院参观的

游客指了指他身旁的一对从西 安 来 的

夫妻。

渔民画充盈精神生活

农家乐带给南 洞 村 民 的 ， 用 一 组

数字即可衡量 ：截至目前 ，南洞村村民

的 人 均 年 收 入 达 28800 元 。 但 渔 民 画

带给他们充盈的精神生活却无 法 用 数

字估量 。
如果说农家乐是“拿进来”的经济模

式，那么渔民画则是“走出去”的舟山特

色。 舟山渔民画表现的多是大海及与海

有关的事物。 渔民出没于狂风巨浪，生

死搏斗的生活经历， 造成作品奇幻、神

秘、抽象近乎怪诞的风格。 而这些主观

的感受和强烈的生活气息又通 过 造 型

上的夸张和色彩上的艳丽、强烈而表现

出来，由此形成了舟山渔民画特有的艺

术特征。
群岛美术馆每周六都会迎来很多村

民，他们在这里学习渔民画。 2012 年，在
社区等多方努力下，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舟山本土画家张高俊被请到村里，不
仅在此办起村级美术馆， 还开设绘画培

训班。 一群从没抓过画笔的农民成了他

的“学生”。
谈到每周六的培训， 正在群岛美术

馆的张高俊团队的欧阳涛说：“主要教会

村民用渔民画反映他们生活， 掌握绘画

技法， 怎么把生活经验和生活感受转换

到画面当中。 ”
走进群岛美术馆，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漆画《东方大港·靠驳》《正午的海风》。
其中，《正午的海风》 是由张高俊和团队

成员欧阳涛、江文佳、王铭共同创作完成

的。该作品入选了“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

品展览”。
在美术馆的一角，记者看到《捉蟹》

《海风》《有鱼的日子》《海之志》《波海》等
渔民画还被做成剪纸。

除了剪纸， 渔民画延伸产品还有围

巾、丝巾、服装，批量化生产，通常被放在

旅游景点售卖；也会做成精美的礼品，供
政府、企业进行对外文化交流。

“有些国外客户也会从我们这里拿

礼品，国外客户很喜欢这些画，我们也通

过这些产品把代表着舟山的文化 ‘输出

去’。 ”欧阳涛解释。
七十多岁的顾阿公对渔民画热情很

高，年轻时候在镇里面的农经站工作。欧
阳涛告诉记者， 顾阿公学会渔民画后还

让欧阳涛帮他买了画材， 一有空就在家

里画， 再把作品拿到群岛美术馆里来请

“老师”提意见。
前段日子 ，村民邵荷青的 “课堂作

业” 还被香港客人以人民币 3000 多元

买下。 来这儿的“学生”大多是六十岁以

上年纪的人 ，他们从没接触过 “绘画艺

术”到学会绘画。
“通过 渔 民 画 ， 他 们 受 到 认 可 和

尊 重， 这个荣 誉 感 促 使 他 们 去 钻 研 、
去 提 升。 农家乐和渔民画，一个代表经

济收入，一个代表精神文化。 这也是我

们这个海岛小山村致富的原因。 ” 芦 海

峰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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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南洞墙壁呈现了新时代村民生活场景， 主题涵盖海洋文化与各时期文艺代表作。 均舟山摄影家协会供图

在群岛美术馆， 游客在展品前驻足， 细细品味。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舟山本土画家张高俊 （右） 指导村民习作渔民画。

农家乐小院外景图。

油菜花盛开时， 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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