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 岙 岛 的 命 运 ，在
2008年迎来了转机。

那年，象山“海盐晒制
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花岙
盐场作为这一技艺的传承基
地被重新发现，开始受到各
界关注。人们意识到，这里
不仅有洁白的盐粒，更有传
承千年的文化脉络。

2014年 12月，花岙岛
荣获省级地质公园称号。此
后，国家级海洋公园称号的

“加冕”，更让它声名远扬。
游客纷至沓来，专家学者怀
着浓厚的兴趣前来考察研
究。

2016年6月，宁波将花
岙岛生态岛礁建设列为“蓝
色海湾整治行动”重点项
目，总投资1.76亿元，建设
内容包括生态绿道、海洋
实验室、沙滩整治、海洋自
动观测站、天作塘保护与
修复等工程项目和4个软
课题项目。蓝湾复蓝的第
一步，就是把破损的海堤

“补”起来。
花岙岛村党总支书记

杨法增介绍说，以前刮台

风，海水会冲到家门口，经
过修复后，塘坝往上抬了，
哪怕台风来袭，海水也再没
有进来。

还是在 2016 年，花岙
盐场也迎来了历史上的一
次重大转折。当地政府及
盐场董事会与宁波信丰泰
盐业发展有限公司多次磋
商，决定委托该公司承包经
营盐场第一期15年。至今，
公司已累计投资3000余万
元对盐场基础设施及生产设
备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目
标是建成一个年产8000吨
优质日晒海盐的生产基地。

2017 年初，花岙盐场
被确定为国家级非遗项目
海盐晒制传承基地。随后，
有关部门投资60万元建成
了集展示、研学、旅游于一
体的花岙盐场博物馆。《宁
波晚报》记者曾多次前往花
岙盐场，见证了它的转型发
展。如今，花岙盐场博物馆
里还存放着晚报当年整版
报道的样报。

盐场负责人胡辉说，如
何让盐场与花岙美景融合，
做强旅游，让制盐可玩可学，
是他们现在工作的重心。

2021年，结合当地渔家
风味，他们开发了“满盐全
席”。其中的盐焗小龙虾、盐
水海鲜拼盘、盐煨海鸭蛋、盐
水鸭、盐焗花生等菜肴一炮
而红，成为游客必点菜品。
之后，他们又打造了“我的
盐里只有你”、非遗晒盐技
艺IP形象“花岙晒盐阿伯”
等文创产品。一到节假日，
盐场研学就被预约满员。

为了助力花岙岛的文
旅发展，《宁波晚报》小记者
俱乐部多次组织小记者前
往花岙盐场研学，孩子们跟
着老盐工，体验从引海水、
晒卤水到收盐粒的全过程；
学校、机构定制专属课程，
围绕盐文化讲述海洋生态、
民俗传统，为文旅产业注入
知识力量。曾经落寞的晒
盐场，如今每逢假期人声鼎
沸，非遗传承与旅游热度相
互成就。

花岙岛上陆续开出了
一些民宿。如今，“花岙客
厅”建设正稳步推进，花岙
岛旅游集散中心开工动建，

“海风乡遇”共富滨海消费
场景精品线呈现新风貌，古
樟沙滩旅游业态逐步丰富。

和美海岛奏响的文旅
共富新曲将在2025年翻开
新的篇章。

记者 张晓曦
通讯员 俞笠

生
态
修
复

奏
响
共
富
新
曲

生
态
修
复

奏
响
共
富
新
曲

80岁的沈建基是一名
乡村诗人，从住房、道路、
经济收入、村民精神面貌
的变化到对傅家路村发展
过程中的思考，他都一一
珍藏进诗歌里。

2000年傅家路村刚刚
完成四个自然村的合并。
如何把新旧村民拧成一股
绳？傅家路村做起了“头
雁引领，网格化管理”的文
章。村里划分了多个长条
形片区，下设若干网格和
先锋户联站。党建+网格，
用好乡村治理“融”字诀。

村里的每一点变化，
都吸引着沈建基的目光。
他的诗歌充满对傅家路村
惦念不忘的乡愁，他说：

“我的家乡日新月异，路更
平了，街更宽了，人们的生
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亲身感受村庄发生的变
化，我心里高兴，就想用诗
歌的形式记录这个伟大的
时代。”

短短十余年，傅家路
村一跃成为成为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省美丽乡村
特色村和省美丽宜居示范
村。同时，盘活整合资源，
打造绿色农特产品加工基
地，布局休闲文旅经济新
业态，建设塘角坊景观区
块和美丽经济体验区，村
民们办起了餐饮、咖啡馆，
搭上“致富快车”，省内外
游客源源不断而来。

塘角美丽经济体验
区，咖啡馆、书画工坊、青
瓷工坊、蝴蝶工坊等多种
业态次第开放，这是傅家
路片区迈向“共富”之路的

一个产业重头戏。
2024年，村里又引进

塘角里夜市、青瓷体验馆
等业态，推出美丽乡村研
学线路，形成集参观考
察、菜单式培训、农产品
展销订购、观光休闲娱乐
等于一体的村集体经济
增收路径，以参观考察引
流带动周边消费。

在村文化礼堂古色古
香的场馆里，有众多村民
捐赠的旧家具、旧瓷器、书
画、农具、器皿。“120户家
庭自愿捐了 300 多件器
具，这说明富裕起来的农
民需要文化，需要文化礼
堂这个阵地。”傅家路村党
委书记陈沸沸说。

《宁波晚报》迎来创刊
30周年生日，舒建挺说：

“我最喜欢看《宁波晚报》
上关于植物、昆虫科普类
的报道，特别是植物研究
专家林海伦的新发现，每
次拜读后都如获至宝。”

陈沸沸说：“一直很关
注《宁波晚报》，这是一张
弘扬正气的报纸，希望它
越办越好，也能让更多人
看到乡村振兴、治理所绘
就的宁波‘田园诗画’。”

沈建基说：“那就借我
创作的几句诗祝福晚报：
前方有一盏灯始终为你亮
着，趁大地尚未苏醒，夜色
尚未褪尽，借着黎明的曙
光，你播种星星，远处三江
波涌，正是潮起潮落时，南
风一路向北，已绿过长江
黄河……”

记者 吴丹娜
通讯员 卓松磊

诗意别致的
中式建筑、幽静
美 丽 的 农 家 庭
院、徐徐展开的
农民画长卷……
冬日暖阳下的前
湾新区崇寿镇傅
家路村，一派乡
村振兴、共同富
裕的美好图景。
可谁能想到，这
里曾是无资金、
无资源、无特色
的“ 三 无 ”贫 困
村。

东海的浩渺
烟波中，隐匿着
一座如诗如画的
花岙岛，它静静
依偎在象山的最
南端。时光回溯
30 年，这座岛屿
仿佛被遗忘的角
落。然而，沧桑
巨变，如今它跃
升为全国网红民
宿 岛 、“ 和 美 海
岛 ”，成 为 长 三
角游客心驰神往
的度假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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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研学。▲学生研学。

◀ 傅
家路村文
化礼堂展
示着村民
舒建挺的
蝴 蝶 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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