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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岛上的“网红”店

野耶大众点评爷 里最受欢迎的舟山景点排行
榜中袁 东极一直都排名第一袁 这里现在真的是
耶网红爷中的耶网红爷遥 冶

———在庙子湖岛开“网红”甜品店的“蚊子”

9月21日下午1点多，两位来自丽水的姑娘

在“蚊子”的甜品店点了两杯奶茶后，便坐在里

间靠窗的位置享受惬意的午后闲暇生活。

端起印有“东极”字样的奶茶杯，对着米黄

色的窗棂拍了一张照片后，她们顺势发了朋友

圈，同时配文：“都说不能去南极、北极，那就来

东极吧。这次，我们真的来了。”

“我们店的游客大多是看到‘小红书’上的

分享帖子慕名而来的。”“蚊子”看向店中一处设

置了“拍照神器”落日灯的小隔断笑着说，东极

不仅有蓝海，还有不一样的海岛慢生活，这也是

她选择来东极的原因。

“蚊子”来自四川绵阳，很早就到舟山工作

生活了。2018年，刚好有空闲的她在网上看到东

极庙子湖的一家民宿在招“以工换宿”的志愿

者，便报名参加了。

“这种志愿者就是在当地的民宿做服务员，

包吃包住但是没有工资。”“蚊子”说，那时到东

极当义工后，才发现有很多像她这样的人。

“以工换宿”说穿了其实就是“穷游”。因为

工作强度不大，“蚊子”那时一般都是上午做事，

下午就在岛上溜达，有时还会和朋友一起海钓。

有了这次经历之后，“蚊子”熟悉了东极镇

的情况，后来，听说当地为发展旅游，打算招揽

有意向的人丰富岛上业态，她立刻心动了。

“2018年我刚上岛时，庙子湖除了民宿就只

有几家海鲜面馆，几乎没有其他业态。”那时的

“蚊子”认为，东极若想持续发展，吸引不同业态

是必经之路。“各式各样的小店多了，不仅方便

游客也方便本土居民。”

经过一番准备，3年后，“蚊子”和好朋友“河

马”一起在庙子湖的倒陡街开起了甜品店，主打

蛋糕、奶茶、咖啡及各类小食。

“去年‘十一’期间，店里每日客流量有五六

百人之多，我们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河

马”说，她从未想到过，一间 40平方米的甜品店

能被挤得像超市一样。

“河马”来自温州，10年前到东极旅游过一

次。她说，那时的庙子湖还很原生态，只需要很

低的价格就能获得海边民宿的一张床位。“现在

的东极，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好，慕名而来的游

客也越来越多。很多当地人开起了民宿、餐馆，

众多外地人也前来寻求机遇。”

“来东极旅游的还是以年轻人居多，因此，

几年前我就把民宿房间的门框窗框从酒红色换

成了奶白色，整体装修风格也显得‘文艺’了许

多。”在“蚊子”家甜品店对面开民宿的东极本地

老板吴爱琴笑着说，她家的民宿条件虽然不能

和那些新建的民宿比，但是相对亲民的价格也

吸引了很多游客。

过去的东极，“无风三尺浪，有风浪过岗”。如

今的东极，夜幕下灯火通明，夜空中星河璀璨，酒

吧、餐馆、蛋糕店、手作店……个个流光溢彩。

想要“红”得长久还得厚植人文底蕴

野我和耶里斯本丸爷有特别的缘分袁我想创作
一幅渔民画袁 让更多人知道那场惊心动魄的大
营救遥 冶

———东极本土渔民画画家吴小飞

去年“十一”长假过后，东极旅游迎来淡季。

“河马”并没有选择立即回家，而是在岛上走走

转转，感受喧嚣过后的静谧。

站在财伯公像下面，她仿佛感受到陈财伯

一次次举起火把照亮渔家人回家之路的心境；

走进东极历史文化博物馆，80年前当地渔民勇

救“里斯本丸”被俘英军的动人故事也让她多次

泪目。

“河马”说，东极的海岛风光确实迷人，而她

更爱小岛背后藏着的文化肌理，那些和谐有趣

的海岛生活以及隐匿在大海烟波里的人文故事

才是支撑当地旅游发展的深层基因。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河马”一人，东极本土

的渔民画画家吴小飞也深有同感。最近这段日

子，她正在续绘作品《东极大拯救》，这幅作品的

主题是著名的“里斯本丸”事件。

十几年前，吴小飞在一次去杭州的艺术沙

龙活动中受一位老师启发，开启了《东极大拯

救》渔民画的创作。当时，已完成近六成的画作

因各种原因被搁置。今年8月，当看到习近平总

书记复信“里斯本丸”幸存者的相关消息后，又

重新燃起了她继续创作这幅画的强烈意愿。

“你看，这画上集结了100多条小船，一条小

船就象征着一个希望。”吴小飞看着即将完稿的

《东极大拯救》，内心难掩激动。就在今年9月，她

卷着长3米、宽1.5米的画作从沈家门来到东极，

就为了回到故土更好地完成作品。

吴小飞说起《东极大拯救》的渊源，其实还

有一个故事。2005年，当时已经87岁高龄的“里

斯本丸”英军幸存者之一查尔斯·佐敦远渡重洋

来到东极，感谢并探望曾救过他和战友的东极

渔民。那时，吴小飞的画作《爷爷的爷爷》作为具

有当地特色的礼物，被送给了佐敦。

“或许这就是小飞与‘里斯本丸’的缘分

吧。”同为渔民画画家的东极文化站站长梁银娣

说，厚植海洋人文底蕴才是东极旅游发展的长

远之策。目前，讲好“里斯本丸”惊心动魄的营救

故事是东极镇需要走好的重要一步。

吴小飞也说，10年来，她认识了很多来过东

极的朋友，真正吸引他们的正是当地独特的文

化体验。“未来的东极旅游，更需要深挖小岛自

然风景背后的文化内涵，以此吸引更多游客，甚

至转变这里淡旺季太过明显的现状。”

从“里斯本丸”事件的历史细节到绚丽多彩

的渔民画，从独特的海岛环境到岛民们乐天知

命的精神内核，所有的一切孕育出了奇特的东

极文化，让人心向往之。

梁银娣说，2009年5月建成并对外开放的东

极“里斯本丸”事件纪念馆如今已成为游客最喜

欢的东极文化景点之一，前来参观的游客、社会

团体等络绎不绝。接下来，东极会不遗余力地推

动文旅融合，让“网红”岛名副其实地“红”下去。

重视生态保护才是长久之计

野作为在岛上生活尧经营的人 袁我爱这片碧
海袁所以更想保护好它遥 冶

———庙子湖文创店经营者“木木”

东极诸岛和一部电影结缘从此红得“出

圈”，但与电影中人物离岛奔走在各自未知的旅

途不同，许许多多的人们，无论来自本土还是异

乡，都在这里找到了归宿。

庙子湖倒陡街上的一家文创店经营者“木

木”，就是这样一位来海岛寻求归宿的人。“木

木”是山西太原人，来东极已经7年了。当初，喜

欢大海的他也是用“以工换宿”的方式登岛的，

来了就再没有回去。

爱好摄影的“木木”拍了很多东极的照片，

他把这些照片制作成明信片在店里售卖，吸引

了很多游客驻足。他家还有一种很受欢迎的小

物件———海玻璃，都是他多次参与净滩行动中

捡来的。

“这些玻璃碎片经过海浪的打磨变得十分

光滑，棱角也已磨平，离开大海后还呈现出磨砂

朦胧的质感，颗颗都不一样。”“木木”说，海玻璃

留在大海里就是垃圾，现在把它们捡出来，既达

到了环保的目的，又能变成文创产品为游客增

添一份记忆，何乐而不为呢？

“蚊子”与“河马”的甜品店中也出售被制成

冰箱贴的海玻璃，上面还用白色的丙烯笔写上

了关于东极印象的简练语句。“很多买甜品的游

客都会顺带着买一块海玻璃，看得出大家都很

喜欢。”“蚊子”说，她们店里的海玻璃也都是参

加净滩行动时捡来的，这种变废为宝的方式真

的很神奇。

7年前刚上岛时，“木木”就注意到，随着游客

的增多，海滩上总有被海水冲上岸的垃圾，最常

见的就是塑料泡沫碎片和饮料瓶。从那时起，他

就跟随当地的环保公益组织开展净滩活动了。

“一个塑料瓶需要450年才能消解，变成微塑

料还会持续污染环境。作为在岛上生活、经营的

人，我们更有责任守护海岛，让垃圾循环、让生态

恢复。”“木木”说，他们现在的净滩队伍已经越来

越壮大了，还有很多人都是从外地赶来的。

“木木”“蚊子”“河马”都是因为深爱这片碧

海而选择保护它的人。像他们这样的人在普陀

全域范围内还有很多。来自河南南阳的大干居

民杨秀青就是其中之一。七八年前，看到位于沈

家门海洋生物园区南侧的大干河因污水排放等

原因发黑、发臭，杨秀青自告奋勇当起了民间河

长，成立护河队开始了巡河、护河。

从那时起，杨秀青就和护河队队员一起留

意周边企业是否偷排漏排、查看有人是否非

法电鱼毒鱼、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河道治理

意见……经过多年的守护，如今的大干河水体

通透度和整体环境都有了明显改善。

“现在我的护河队已经从保护大干河延伸

到了普陀区的19条河及一些沙滩海岸，大家都

想为保护舟山出一份力。”杨秀青真诚地说，环

境本身才是拿不走的、可以代代传承的财富。

普陀：全景全域旅游 文化生态兼顾

10年前，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照耀的东极还

没有当下这般喧嚣。现在，它早已成为舟山普陀

最声名远扬的海岛。其实不止东极，如今，翻开

普陀旅游地图，这里一步一景、景景相连，全景

全域尽显生态旅游的无穷魅力，“网红”打卡地

更是随处可见。

单拿沿海环岛公路来说，普陀就有四五条

可以推荐的地方，像展茅螺塘线、白沙岛环岛公

路、桃花岛环岛公路、虾峙岛环岛公路等。夏日

来到这里，沿途有山有海，景色美不胜收。

“沿着环岛路从东向西，从河泥漕村到长坑

村，再到凉湖村，一路都是海岛特色的建筑，穿

过长长的黄石洞，还有对岸村、大岙村。”虾峙本

土导游蒋妍说，以环岛观光的视角打卡虾峙，一

路天高海阔，别有一番风味。

山海景观，文化底蕴。2018年前后，我市发

力全域旅游，“一岛一特色”为小岛旅游注入文

化活力，普陀也在挖掘各岛特色上动起了脑筋。

除了东极，这里还出现了许多不同文化主题的

“网红”小岛，像主打“海钓之旅、生态之旅”的白

沙岛、主打“红色之旅”的蚂蚁岛以及主打“渔

业小镇之旅”的虾峙，个个让游客体验到独属于

当地的海洋文化。

“10年前，普陀旅游能叫得响的就只有普陀

山，朱家尖因得益于毗邻普陀山的地缘优势吃

到了‘时尚海洋’的红利。现在，各个小岛遵循各

自定位的文化特色也走上了崛起之路。”蒋妍认

真地说，在发展旅游的同时，普陀还一直注重生

态保护，因为环境的“优”才能带来持续的“火”。

正如蒋妍所说，近年来，除了引导个人及公

益组织开展各类环保活动以外，普陀区还从城

市建设、污染治理、清洁能源应用等多方面保障

区域内环境质量，一些龙头企业更是主动把环

境保护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像万邦船舶重工（舟

山）有限公司就自主研发制造“船坞勇士”“船坞

蓝鲸”等除锈新装备与新工艺，走出了一条绿色

发展的康庄大道。

去年3月以来，生物多样性调查专家团队在

普陀山、桃花岛、虾峙岛等20多个岛屿开展大型

真菌多样性本底调查。这些岛屿的生物资源之

丰富、生态环境之好，给专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前不久，一个在普陀区发现的大型真菌新

物种被确认为全球新记录种。听到这个消息，杨

秀青十分高兴。他说，20年前他从老家来到舟山

普陀，看上的就是这里的优美环境。今后，他会

继续为普陀的“天蓝水净”贡献微薄力量。他相

信，只要抓好生态保护，普陀的下个10年一定会

更好。

风起东海———舟山这十年人文系列报道

普陀是舟山的旅游金三角。10年来，除了老牌的普陀山、朱家尖等热门旅游地，这里还涌现出一批“网红”小岛。东极“后会无期”、白沙“海钓之岛”等主题

都让人无限神往。

以最具代表性的东极诸岛为例，走进它探究其走红的原因，不难发现，即便它曾经蹭了韩寒电影的热度，但游客感知最深的还是独属于那里的海洋文化，

最具吸引力的还是当地和谐有趣的海岛生活以及隐匿在大海烟波里的故事。

本版照片均为东极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