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赵庚奎）千

年城河古韵今辉，幸福泰州嘉宾云集。近日，第
十二届中国泰州水城水乡国际旅游节、首届中

国泰州“百梅争艳”戏曲汇在凤城河望海楼前开
幕。本届旅游节以“幸福水天堂，泰州等您来”为

主题，将持续至 5月 8日。重点突出文旅融合、
全域办节、市场化运作、宣传推广四个方面，围

绕生态、戏曲、体育、美食、乡村以及红色文化等

主题，策划组织 40多项文旅活动，为市民、游客
奉上看船、赏花、听戏、尝美食的“幸福泰州”文

旅“盛宴”。
泰州是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的故乡，

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打造梅兰芳文化标

识，以文兴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

从今年起，将举办“百梅争艳”戏曲汇，通过
每年邀请一批“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获奖

者来泰州开展优秀剧目展演，以及戏曲新星新
秀评选、海内外京剧梅派名票演唱会等近 20项

活动，助力打造“梅郎故里、戏曲圣地”。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泰州还将围绕“彰

显江海文化的底蕴与自信，全力打造令人向往
的‘幸福水天堂’、崛起中部的产业增长极”目

标，打造长三角旅游一体化的重要节点城市和
国内知名的康养旅游目的地。

40多项文旅活动将持续至 5?

“幸福泰州”迎来文旅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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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价超 20 ?元的全球最先进

半潜式重吊生活?台起航；首艘
ＦＰＳＯ 项目出坞下水；全球首制

48000 吨半潜重吊运输船出坞下
水；极地探险邮轮 2号船下水、5号

船合龙……今年以来，位于海门开
发区的招商工业海门基地迎来一个

又一个“高光时刻”。

海门通江通海通上海连南通主
城，是“爱国企业家典范”张謇的故

里。近年来，海门抢抓长三角一体化
等多重发展机遇，聚焦高质量发展

主题，立足撤市设区新起点，持续在
新赛道上追赶超越。

打造优势产业集群
高质量发展，海门铆足了劲。上

月底，江苏省委、省政府召开 2020

年度高质量发展总结表彰大会，南
通市海门区再度跻身推进高质量发

展先进县（市、区）榜单，区委书记郭
晓敏在主会场作交流发言。

招商工业海门基地的满负荷生

产建设，是海门工业经济蓬勃发展
的生动写照。据海门统计局数据显

示，今年 1至 2月海门工业经济逆
势上扬，累计完成工业应税销售超

过 315?元，同比增长逾 28％，完成
规模工业产值 161?元，同比增长

48．5％。
今年，海门聚焦八大产业链，打

造“新基建＋新经济＋新制造”样板。
依托叠石桥国际家纺城、现代建筑

产业园、招商局邮轮制造基地、国家
?机器人产业技术公共服务?台、

生物医药科创园等，大力发展现代

家纺、绿色建筑、高技术海工船舶、

工业机器人、精品钢、循环经济、生
命健康、数字通讯等“八大产业

链”，打造一批具有海门特色优势
的产业集群、产业基地、领航企业

和拳头产品。

对接沪苏形成枢纽
高质量对接沪苏，海门瞄准沪苏

通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目标，加快筹建

海太通道、崇海通道，推动交通格局
向综合枢纽型、集成运输型转变。加

强与沪苏产业链协同发展、创新链
精准对接、供应链双向融合，落户海

门的外来资本和项目中 70％来自沪

苏；高质量优江拓海，海门立足 80

多公里的江海岸线，推动通海港、海

门港、叠石桥“无水港”三港联动开
发，使沿江沿海成为对外开放和招商

引资的主阵地。同时，海门按照城市
副中心的功能定位，高质量融入南通

主城，全面拉开城市框架，完善城市功
能，提升人口集聚力、产业承载力、人

才吸引力。加快张謇故里小镇、家纺小
镇、机器人小镇建设，推动中心镇多元

特色发展。
近年来，海门推动沿江“化工

区”向“科技园”转型，集聚高新企业
150余家，带动生物医药产值年均增

幅超过 20％。今年，还将统筹推进，
启动全区沿江沿海生态景观带建

设，打造沿江沿海风光带、江海风貌
城镇带、诗意田园乡村带、沿江科技

创新带、沿海高水?产业带。
本报记者 唐闻宜
特约记者 俞新美

海门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

    “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长三角主流媒体

摄影采访活动日前在吴兴区妙西镇举行，来自
沪苏浙皖近 20家主流媒体摄影记者聚焦西塞

山的大美风光与人文历史，记录妙西绿色发展
与乡村振兴的美丽图景。

近年来，吴兴区妙西镇依托优越的自然生

态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坚持以大景区
理念持续推动旅游产品、模式、业态创新，打响

“西塞山”生态旅游品牌，生态旅游快速发展，

“美丽经济”持久绽放。 张龙 摄影报道

连云港黄窝村：一张紫菜成了富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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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连云

港黄窝村码头，只
见渔船随着海浪起伏，

海水的咸腥味扑鼻而来。这
一季紫菜收割刚刚结束，养殖

户金立贵正忙着回收紫菜养殖工具，
“紫菜能种成，全靠村里带着我们干，现在

我家有 500多亩紫菜，品质好且不愁销路，

一年赚个小几百万不成问题。”
黄窝村位于连云港市连云区最东端，

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渔村。“20多年前，村
民主要以捕鱼为生，随着海洋渔业资源逐

渐萎缩，村民生活陷入困境，人均年收入不
足 4000元，村集体负债 300余万元。”黄窝

村党支部书记张立祥回忆，2001年村里下
定决心，转型发展探新路。

“海上菜园”丰产又丰收
黄窝村面积只有 2.02?方公里，居民

216户，常住人口 605人，承载不了大产业，

小渔村如何转型？
靠海吃海，黄窝村村民先后尝试了网

箱养鱼、羊栖菜栽培等，都以失败告终。就

在这时，紫菜养殖进入了村“两委”班子的
视线，连云港海域具有独特的海洋水文环

境和气象条件，非常适合条斑紫菜养殖，可
几度受挫的村民们不敢再试。

面对挫折，张立祥不灰心。“要想村民
有信心，就得干给村民看！”他打定主意，准

备第一个“吃螃蟹”。“当时，他把家里的房

子抵押出去，贷了 30万元，和村里没有能
力出海的困难户结对，带头养殖了 100亩

紫菜。”金立贵回忆说，没想到，第一年就收
回成本，不仅还了贷款、给工人发了工资，

账面上还剩余 1万多元。
看到紫菜养殖比捕捞有更稳定的收

入，村民开始转向养殖紫菜。村干部和党员
带头组织修公路、造码头、建船台、办工厂，

组建养殖专业合作

社，引导渔民“转捕为

养”。就这样，紫菜养殖在

黄窝村一发而不可收。

这几年，看到家乡紫菜养
殖前景好，回村发展的年轻人

多了起来，与父母一起养殖紫菜、办加工

厂。据统计，现在连岛海域有 50%的面积是
黄窝渔民的养殖区，村里 90%的人口从事

紫菜养殖和加工行业。“海上菜园”已成为
村民致富的支柱产业。

乡村游里遇见“乡愁”

靠海吃海，要吃出新意。近年来，连云
港开始推进“全域旅游”发展。黄窝村也将

目光投向乡村旅游产业，村里鼓励支持引
导村民依靠优美生态环境创业致富。

走进黄窝村，一座座红瓦白墙的传统
村落民居错落有致。黄窝村依靠鲜明的山

海景观和渔村特色，积极发展民宿、渔家乐，

开发乡村旅游，实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去年 9月，黄窝村凰窝国家 3A?旅游景区

揭牌，全年接待游客近 10万人次。

半山腰处，一栋栋民宿静静矗立。这是
由村里集体回收村民老屋、投入 100多万

元打造的特色民宿样板间。山上一共有十
几间这样的老屋，将陆续开工改造。不仅如

此，村里还鼓励村民利用自家院落和房屋
打造农家乐，呈现一幅原汁原味的农村景

象，让游客来了以后，走不完、看不够、尝不

遍，穿越时空感受“乡愁”。

亮丽民居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如今，黄

窝村成为连云港乃至苏北知名的美丽宜居村
庄，先后获得“全国美丽宜居村庄”“全国美丽

乡村示范村”“全国 100个特色村”等称号。
黄海之滨，这座小而精、小而美、小而

富、小而康的小渔村通过海上养殖、紫菜加
工、观光体验等方式华丽变身小康村。“下

一步，我们将着重加快一产近海生态养殖、

二产海产品加工、三产乡村旅游等特色产
业发展，真正把黄窝建成生态宜居、生活富

裕、乡风文明、令人向往的现代化海滨风情
渔村。”张立祥说道。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吉凤竹 李倩

■ 俯瞰黄窝村 连云港市委宣传部 供图

聚焦八大产业
加快跨江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