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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山朱家尖：

实施“千万工程”算好三本“幸福账”

□记者 刘慧静 通讯员 施超颖

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城乡促融合、全域创和美。
2003年6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浙江省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从全省选
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二十年来，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再到“千村未来、万村共富”，“千万工程”内涵外延不
断深化拓展、与时俱进，造就万千乡村的美丽蝶变，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二十年久久为功，普陀山朱家尖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守正创新、持之以恒推进实施
“千万工程”，不断改善渔农村生产条件，美化渔农村生活环境，提高渔农民的
生活质量，为渔农民算好共富账、生态账、民生账三本“幸福账”。
“千万工程”深刻改变了普陀山、朱家尖的乡村面貌，一幅村美人和共富的

画卷正在普朱大地上徐徐铺展。

良好的环境是业兴人和的前提。渔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的“当头炮”。“千万工程”正

是率先从人居环境整治领域取得突破，继而拓展

到乡村建设、乡村发展、乡村治理等更广泛领域。

今年8月，朱家尖入城口景观提升改造工程完

工。朱家尖入城口绿地、莲花雕塑周边以及普陀

山机场出入口纷纷焕然一新，改造面积约6200平

方米，共计种植乔灌木、花卉和色块苗 14万余株，

铺设草坪1400平方米，这大大提升了朱家尖区域

的形象和品位。

统筹好乡村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打通“绿

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才能更好地

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的良性循环。

今年上半年，庙跟村开展百亩方永久基本农

田集中连片整治项目。707亩旱地通过整治，形成

水田102亩，集中连片耕地543亩，并于8月30日正

式通过验收。

打破原有道路、田埂、排灌体系，将美丽乡村、

全域旅游、生态农业设施、现代农业产业等有机

结合，深化乡村振兴发展，项目建设形成了布局

集中成片、农田设施完善、生态良好、适合规模种

植和现代农业生产的优质永久基本农田，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

荒地变花海，乡村添美景。经过前期实地勘

察、逐块排摸、区域地块底图对比、无人机航拍等

方式，今年以来，普陀山朱家尖在辖区内进行多

轮抛荒地摸底调查，并通过“回头看”复查工作，

对39个重点区块约1.15万亩开展了整治。

根据各个地块的性质、地形、现状，《重点区块

整治作战图》制定，《普朱功能区重点区块环境整

治攻坚行动方案》出台，普陀山朱家尖通过实施

“一地一策”，全面消除辖区内抛荒行为，提高田

园环境卫生水平。

投入2000余万元开展全域渔农村环境整治；

完成造林16.4亩，实施朱家尖海岸透景线及普陀

山海岸线林分结构工程；改造樟州点位道路、房

屋立面、沿海矮墙等 4.8万平方米；8个村（社区）

率先完成“和美菜园”示范村创建，累计整合菜园

21亩，完成灌溉沟渠建设1000余米……

青山叠翠，绿水绕村。“千万工程”的实施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体化，指引着

普陀山朱家尖全面塑造宜居宜人的渔农村人居环

境，以生态美乡村的路子越走越宽。

算好环境优美“生态账”

实用面积433平方米，一次性可容纳70人左右

同时就餐……

位于普陀山镇龙沙路8号的普陀山幸福食堂

自8月22日正式运营以来，主要为年满60周岁以上

的老年人提供便捷、安全、健康、美味、平价的“长

者餐”，有效解决了周边居家、高龄、孤寡、失能老

年人的“就餐难”问题，给予他们相应折扣优惠。

截至目前，幸福食堂已累计接待近3000人次老年

人就餐。

为渔农民群众构筑一个身有所栖、心有所依

的民生家园，正是“千万工程”始终注重的。

位于普陀山镇中山社区的“中山街共富工坊”

更是打造了一个极具普陀山特色的“千万工程”

样板，也是普陀山“党建引领 景区治理”品牌的

一个缩影。

“中山街共富工坊”以房屋租赁形式妥善安排

原居民搬迁，从根本上解决“脏、乱、差”及违章建

筑等老大难问题，高效治理景村“顽疾”。

通过招商引资方式，吸引品牌团队入驻，形成

统一、规范又别具特色的民宿群和商业街。同时，

结合特色民居建筑，融入“山海天”景观，以高品

质旅游产品惠及游客，高回报旅游效益回馈村民，

实现旅游发展与村界治理同步跨越。

目前，中山街共有65套房屋，其中居民 63套，

建筑面积5458.53平方，年租金达791万余元，每年

每户增收2万至3万余元，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民生项目落地见效。落实民生资金1.3亿元，

开展小城镇综合整治、梓岙拆迁安置、渔农水利、

共同富裕创建等社会民生投入，持续改善人民生

活品质。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累计发放补助资金468万

余元，惠及1.3万人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均达100%，“15分钟医疗圈”

基本建成。

没有“天籁之音”，没有“大腕”演员，一场场原

汁原味、十分接地气的演出在文化礼堂内上演；普

陀山政务服务中心“银龄帮”专员为老年经营者提

供上门服务，解决“线上办事难”问题；基层党建阵

地不断夯实，建设樟州红色教育基地，成立了樟

州、月岙、万顺等3个“航行的支部”……

“千万工程”是造福千万农民的民心工程。这

项工程给渔农民带来了美丽生态、美丽经济和美

好生活，带来切身的获得感、幸福感。

站在新起点，肩负新使命，锚定新目标。普陀

山朱家尖将持续深化“千万工程”，算好“共富、生

态、民生”这三本“幸福账”，高水平绘就“千村引

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的新时代乡

村新画卷。

算好乡风淳美“民生账”

算好产业富美“共富账”
绵延的小兰头沙滩边，一间间精品民宿引人注

目。这里，是朱家尖莲花村樟州的“后花园”。

今年7月，投资170多万新建的“臻欢阁”民宿在

这里正式开业。民宿主人、张伊丽的父亲原本是樟

州的老渔民，前些年转产转业，就将自家房子进行

改造并经营民宿。“旅游旺季时生意很好，日常入住

率有八九成，一到周末就是一房难求。”张伊丽说，

民宿共6间客房，旺季时房价在700元至1700元之间，

很受欢迎。

像“臻欢阁”这样的民宿，在樟州已有 70多户，

渔农家乐也有50多户，去年实现经营收入3000余万

元，人均收入约 10万元，樟州也成为共同富裕渔村

新样板。

“我们鼓励渔民产业转型，做旅游增收致富是条

好出路，”朱家尖街道莲花村樟州支部副书记沈艳芬

说，渔文化和乡村产业的深度融合，再通过研学体

验、渔村电商、乡村夜经济等新业态的发展，百姓共

富的前景也将越来越宽广。

打造特色品牌，激发产业活力，绘就乡村振兴共

富新图景，普陀山朱家尖一直在行动。

福田花已开，硕果福自来。今年11月13日起，首

批“福田”蔬菜在所属菜篮子直供店内进行售卖，为

市民提供优质、平价、新鲜、放心的本地蔬菜。

整合规划1000亩征用土地、村集体土地及农民

承包地，“普陀山文化福田”品牌在今年 6月正式发

布。通过文化引领、环境治理、场景提升，率先推出的

白山示范田在今年端午节假日期间，因一片向日葵

花海而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市民到访打卡。

如今，福田的品牌效益已经不断显现。目前，基

地内散装西兰花、白萝卜等蔬菜已大量上市，将以当

天采摘、新鲜直供的形式，让“菜园子”直通“菜篮

子”。福田还作为公益项目在中华慈善基金总会上

线，首批50亩福田已被游客全部认养一空，550亩福

田预计整体认养金额可达3000余万元。

“‘普陀山文化福田’孵化农文旅产业IP，贯彻

‘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数字经济、共同富裕’时代主

题，正成为舟山文化旅游一张崭新的金名片。”普陀

山-朱家尖管委会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业态培育，品质至上。普陀山朱家尖还围绕“共

富果园”创建，将靠天吃饭的传统生产方式，转变为

果园规模化经营、科技化生产、网络化营销的新型方

式，让果农从“谋生”转变为“谋富”。

朱家尖“牛角湾西瓜·创富农田”实施精品化发

展战略，成立棉增西瓜专业合作社，组团发展。“共富

果园”还积极组织社员培训，创新标准、生产、管理、

营销和品牌“五个统一”管控，目前，朱家尖西瓜种植

户已达80余人，种植户年均净收入超10万元，年产西

瓜可达6500吨，平均亩产值约1.3万元。

田园变公园、村庄变景区、农房变客房、资源变

资产，随着“千万工程”的持续深化，普陀山朱家尖的

美丽乡村催生多元新兴业态，助力三产融合发展，让

百姓尽享实惠。

本版图片由普陀山-朱家尖管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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