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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浙江省公布第二

批 42 个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

定海远洋渔业小镇作为健康产业

类特色小镇入围。

日前，《定海区远洋渔业小镇

旅游总体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正式出炉，规划区总面积约 3.18

平方公里，旨在依托西码头中心

渔港，立足“远洋渔业”特色，围绕

“绿色海洋健康产业”方向，打造

省级特色小镇与国家 3A 级旅游

景区。

倡导海岛渔文化
定海远洋渔业小镇位于舟山

市定海区北部的干览镇境内，毗

邻定海西码头渔港，距离定海中

心城区 16 公里，距舟山市政府所

在地——临城新区 19 公里。舟

山是我国远洋渔业起步最早、最

为发达的地区之一；2015年4月，

农业部批准设立全国唯一的国家

远洋渔业基地；全市共有远洋渔

船 450 余艘、水产精深加工企业

40 余家，远洋渔船数量和远洋水

产品捕捞量均占全国的 22%左

右；是全国远洋捕捞鱿鱼最大的

输入口岸和主要加工基地，鱿鱼

捕捞量占全国的 70%；目前已形

成远洋捕捞—海上运输—水产精

深加工—冷链物流—水产交易、

销售、服务等全产业链的远洋渔

业发展体系。同时，定海西码头

渔港具有“百年渔港”的传承历

史。

定海远洋渔业小镇立足“远

洋渔业”和“渔文化”的地域特

色，抓住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地

建设的契机，遵循浙江省特色小

镇倡导的“产、城、人、文”四位一

体的发展理念，将重点打造集科

研、生产、综合物流于一体的海

洋健康食品、新型海洋保健品、

远洋生物医药等海洋健康产业，

采用“海洋健康产业+”的创新发

展模式，促进健康产业与新经济

模式的充分“嫁接、契合、互融”，

积极推动创意、文化、旅游、电子

商务等新兴业态发展，构建形成

多链条、高融合的新型产业生态

圈，积极打造成为浙江富有浓郁

海岛渔文化气息的远洋渔业特

色小镇。

远洋渔业小镇规划面积约

3.18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面积

约1.26平方公里；总体布局为“一

核五区”，包括核心区（远洋渔都

风情湾区，即小镇客厅），以及远

洋健康产品加工区、健康产品物

流区、生活配套区、健康休闲体验

区和综合保障区。

一港一湾一基地
定海远洋渔业小镇具有几个

方面的发展优势：一是舟山远洋

渔业全国领先，具备发展远洋健

康食品产业的坚实基础。二是远

洋渔业前景广阔，舟山拥有全国

唯一的国家远洋渔业基地。三是

岸线腹地资源极佳，定海西码头

区域远洋渔业基地建设初步成

型。四是百年渔港历史传承，定

海西码头渔港人文底蕴深厚。五

是省市政府全力支持远洋渔业基

地建设。

定海远洋渔业小镇未来将大

力发展以“海洋健康食品和海洋

生物医药研发制造”为主的海洋

健康制造业，积极培育远洋渔业

的总部服务经济和文化休闲经济

功能，围绕“海洋健康制造”主题

积极引进战略运营商，不断改善

和塑造远洋渔业小镇的软硬件环

境，建成“一港、一湾、一基地”的

目标愿景。

定海远洋渔业小镇规划总投

资52.58亿元，至2015年底已完成

13亿元的投资额；到2017年底，预

计可实现年产值 60 亿元，产生年

税收收入1亿元以上，集聚中高级

人才 100 人以上，提供就业岗位

6000人左右，年旅游人次30万人

以上。

目前，已经引进中国水产舟

山海洋渔业公司总投资10亿元的

深海鱿鱼健康食品加工和中农发

远洋渔业基地项目；引进浙江兴

业集团公司（与日本玛鲁哈公司

合资）总投资5亿元的深海鱼油加

工项目；积极与正大集团、新希望

集团等洽谈合作。同时，与上海

海洋大学国家远洋渔业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在谈合作事项，已达成

初步合作意向。

（本报综合）

远洋渔业小镇：立足海洋健康产业

每年稳步推进 3 万亩马铃薯

提档增值；采取“企业+合作社+农

户”带动模式，引进万寿菊、油用

牡丹等花卉产业。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西吉县王民

乡党委书记马君表示，将把壮大

优势产业与培育新产业作为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的首要任务。

《中国企业报》：请介绍一下

王民乡的基本情况，以及脱贫、扶

贫情况现状。

马君：王民乡位于西吉县南

部，距县城 38 公里,属滥泥河流

域，东与将台、兴隆交界，西与平

峰、兴坪相连，北和西滩毗邻，南

与甘肃灵芝接壤，总面积 96 平方

公里，耕地5260公顷。辖12个行

政村 66 个村民小组，农业人口

3321户14419人，其中回族占总人

数的67%。常住人口2450户9800

人。2015 年，全乡农民人均纯收

入6072.9元。2014年二口村减贫

93户382人。2015年年底，全乡有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1042 户 4506

人。其中，国定721户3036人，省

定 321 户 1470 人。截至目前，全

乡剩余贫困户1042户4736人。

“十三五”期间，王民乡将把

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按照自治区党

委、政府“两个确保”脱贫目标，紧

紧围绕县委、县政府“4156”战略

目标，以全乡脱贫攻坚为统揽，以

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增加农民收

入为核心，扎实推进脱贫攻坚、产

业壮大、项目建设、民生改善、社

会管理等五项工作。

围绕全乡11个贫困村贫困户

1042 户 4736 贫困人口，到 2018

年，全乡贫困户家庭年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 7805 元，有安全稳固住

房，接通自来水，适龄儿童接受 9

年义务教育，主要劳动力接受技

能培训，有增收门路，家庭成员全

部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将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有简易卫生

厕所，有通讯设备，广播电视到

户，接通互联网。

实施“五个一批”。瞄准4736

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通过产业

扶持、转移就业、异地搬迁、教育

支持、医疗救助等措施实现脱贫，

使4736人实现脱贫。

《中国企业报》：请介绍一下

王民乡目前的产业发展情况，以

及采取了哪些措施？

马君：王民乡把壮大优势产

业与培育新产业作为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的首要任务，每年稳步推

进3万亩马铃薯提档增值。

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带

动模式，引进万寿菊、油用牡丹等

花卉产业，在红太、二口、杨湾、下

赵等地建设基地，并通过招商引

资，以综合立体开发二口水库为

中心，以姚坡塘坝-二口水库-兴

隆黑大庄水库连成水域点，集中

打造一片产业融合度深的乡村开

展旅游扶贫开发，建设丰谷沃原

生态观光园乡村文化旅游示范

点，计划通过三年的建设，把生态

观光园建设成为集现代农业休

闲、旅游、观光、示范、生态保护为

一体的具有先进管理理念，现代

化产业体系，现代经营模式，名特

优新产品服务和地方特色产品规

模化生产的一流农业综合示范

区。

拟计划建设农家乐特色休闲

餐饮区 216 亩（包括停车场、入口

景观和管理办公区）；景观湖水产

养殖垂钓区234亩；环湖马术娱乐

区240亩；现代大棚农业观光采摘

区 386 亩；畜草生态养殖区 210

亩；历史古迹旅游区77亩；原生态

桃林观光区782亩，预计带动农户

600余户，可帮助引导贫困群众参

与花卉种植和旅游产业，增加收

入，提升致富能力。

在姚坡、三岔、学杨、小湾、周

康等养殖业基础较好的村，实施

“5·30”倍增计划，即对现有5头牛

或 30 只羊的养殖户进行引导扶

持，牛羊圈棚面积达到100平方米

以上，肉牛发展到 10 头以上。大

力发展劳务技能型经济，积极争

取各种培训资源，对贫困村创业

带头人、返乡创业农民工、种养大

户、农村经纪人，开展有针对性的

创业培训，围绕市场需要和劳动

者意愿实施精准培训，对“两后

生”开展 2—3 年职业技能教育培

训，对务工青年开展3个月就业技

能培训。

《中国企业报》：依托“百企百

村”村企对接帮扶活动，王民乡有

哪些脱贫计划？

马君：首 先 是 发 展 新 型 扶

贫。对于缺资金的贫困户，推行

产业扶持资金、互助资金、双到资

金、妇女小额贷款和农户自筹资

金捆绑融资发展模式，扩大农业

保险范围，加大“互联网+”扶贫力

度，支持贫困户发展电子商务，鼓

励和扶持农村专业合作社、产业

大户、致富带头人、未就业大学

生、大学生村官积极开办农村网

店，通过努力，使农村电子商务应

用取得突破并形成示范带动效

应，推动农业升级、农村发展、农

民增收。认真实施“雨露计划”，

帮助贫困家庭中高职在校学生完

成学业，2016年，贫困大学生资助

实现全覆盖。

同时，大力推广村企合作模

式。企业有科技、人才、市场要素

最集聚优势，农村有着广阔的土

地、丰富的劳动力等资源，本着

“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发展目

标，以本村集体资源、资产为基

础，以村内外企业为载体，通过体

制机制创新、组织管理方式创新、

盈利模式创新等，通过合作、租

赁、股份制、托管等建立农村与企

业多种形式的合作模式，增强农

村的“造血”功能。

本报记者 范颖华

西吉县王民乡：以产业壮大推动脱贫攻坚

作为西吉的
优势品牌产业，王
民乡将每年稳步
推进 3 万亩马铃
薯。

本报记者
范颖华/摄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特色小

镇培育工作，明确提出，到2020年，培

育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

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

技、传统文化、美丽宜居等特色小镇。

三部委要求，培育特色小镇要突出

特色，防止千镇一面；要坚持市场主导，

以产业发展为重点，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打造“双创”新平台，发展新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