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尝清水小龙虾的鲜美，竞睹

“百里花海”的美景。近日，第四届南

浔区石淙镇花海龙虾节如期举行，吸
引大批游客纷至沓来。

近年来，该镇以花海为乡村游主

题，以“石淙清水小龙虾”为特色品牌，

通过区域内田园花海、趣味采摘、原生
民俗等综合布局，发挥农旅结合模式。

今年更是新铺小火车轨道将区域景区
串联，突出“蝶恋花”主题造型，逐步提

升游客旅游体验。沈勇强 摄影报道

乡村花海引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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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浔

    从粮油蔬果到本地特产，从家居用品到

五金工具……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带货已
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连云港市电

商产业蓬勃发展，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各县区
围绕特色产业优势，基本形成了东海水晶、鲜

切花，赣榆海产品、紫菜等地区特色的电商产
业分布格局，电商产业呈现百花齐放的发展

格局。

近日，在灌云县科奇电商直播产业园
的网上带货直播间内，主播们正忙着向镜

头背后的观众推介、销售灌云特色农副产
品，边介绍还不忘与观众即时?动，场面好

不热闹。
科奇电商直播产业园位于连云港灌云

经济开发区，其前身连云港科奇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化工企业，因厂址不在环保规划区

范围内急需搬迁。当时，灌云县从加快直播
电商集聚发展的角度考虑，需要一个建设载

体作为项目支撑。2019年，灌云县把建设电

商直播产业园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去落实。最
终，在反复对比、研究决策后，决定以整体打

包租赁的形式，对原科奇科技有限公司的场
地进行升级改造，建设电商直播产业园。

“之所以选择科奇，一方面是因为企业
所在位置优越，便于直播电商产业集聚发

展，另一方面，也是从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角

度考虑，让企业在转型升级中获得‘重生’。”
灌云县商务局党委委员刘健介绍。

科奇电商产业园占地面积 102亩，建筑
面积 15200平方米，规划建设县级电商公共

服务中心、直播楼以及县域物流分拨中心
等，不仅盘活了闲置资源，在带民增收上也

发挥积极作用。自 2020年 8?启动建设以
来，产业园已开展了电商公共服务 100余

次。“我们计划两年内引进 100家电商企业
入驻，开展电商培训 5000人次、实操培训

3500人次，预计将带动就业超 3000人，实

现网络交易额 50亿元。”灌云县商务局局
长、科奇产业园主要责任人徐林对此表示。

同时灌云县还深挖县域特色产品，培养
集聚“乡土人才”，形成农村电商“灌云模

式”。越来越多原本在外打工的灌云人选择
回流家乡，从事电商相关工作。据相关部门

统计，去年，该县有 796位农民返乡创业，另

有 356位大学生成功创业。
除了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人才回

流，连云港市电商产业还在集聚化、规模化
发展等方面也展现出新气象。连日来，连云

港市开发区朝阳电商文旅小镇项目建设工
作正在加紧推进中，目前，门户综合体片区

规划已基本完成，电商特色街区正在装修施
工。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面向未来的电商

服务中枢、拥山抱水的生态文旅小镇。
本报记者 唐闻宜

电商助农 乡村直播“百花齐放”

   本报讯 （记者 唐

闻宜 通讯员 俞新美）
南通市海门区近日出

台《海门区“东洲伯乐”
社会化引才激励办法

（试行）》，设立“东洲
伯乐奖”，激励社会化

引才。

据了解，海门设立

创新实施人才 （项目）

举荐制，在顶尖人才、

上市公司股东、知名风
投机构负责人、海门知

名乡贤、科技企业家中

选聘“引才大使”。对
“引才大使”推荐符合

条件的创业人才或项
目，免评审直接列入海

门“东洲英才”引进计
划，给予 300万元项目

资助，免费提供创业场

所等一系列政策支持，
将引才触角延伸到高

端人才的“朋友圈”“上
下游”，把人才的影响力转化为引才的

感召力，形成以才荐才、以才引才、以才
聚才的“乘数效应”。

对引才荐才的“东洲伯乐”，海门也
出台相关奖励举措。引荐的创业人才或项

目入选海门“东洲英才”引进计划，奖励 5

万元；入选国家引才计划，奖励 20万元。

海门历来重视人才、鼓励创新，持
续推进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

合，致力打造日益完善的人才发展生态
体系。目前，海门人才总量突破 23万

人，先后引育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等顶尖人才 67名。现有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12家，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 2 个、省级孵化器 1

个，高新技术企业 237 家，先后获评全
国科技进步示范市、国家知识产权试点

城市、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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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鱼成为“致富鱼”

前些日子，普陀区东极镇青浜岛西北

边海域来了一批“客人”———2.5万公斤岱
衢族大黄鱼苗种从福建宁德“漂洋过海”被

运送至此。这也忙坏了养殖户施光品。他告
诉记者，随着天气转暖，眼下正是投放鱼苗

的好时节，近期将投放鱼苗 15万公斤。
今年 56 岁的施光品是土生土长的东

极青浜人，16 岁开始出海捕鱼，2012 年转
产转业试水大黄鱼养殖。10年来，从一开始

不懂技术的“门外汉”，到如今的养殖能手，
施光品跌倒过、想要放弃过，但依旧坚守在

养殖大黄鱼“一线”，用自己的实干，得到了
辛勤的收获。

如今，施光品所经营的家庭农场总面积
近 6000平方米，每年可养殖大黄鱼 10余万

公斤，根据大黄鱼大小不同，每公斤价格从
100元至 400元不等，比其他区域养殖的大

黄鱼价格高出近一倍。每年，来自宁波、上
海、台州等地的客商络绎不绝。“今年我们已

经接到了来自台州椒江一客户 10万公斤的

订单，预计今年总体销量可翻倍。”

在谈及东极海域养殖的大

黄鱼价高又畅销时，施光品介
绍，一方面这里得天独厚的水质

条件，是大黄鱼生长的最佳水
域；另一方面，当地海洋渔业部

门引导渔民转产转业，扶持发展

休闲渔业和养殖业。下一步，他还
打算带着村民一起致富。“可以通
过投资来分红，也可以承包网箱一起养鱼，

我还能做大家的技术指导。”

健康小屋“登上”海岛
摸底子、建配套、提服务……近年来，

在全面梳理海岛建设基础上，普陀将葫芦

岛、大双山岛、黄兴岛、柴山岛等 4 座岛作
为“和美海岛”建设试点。

柴山岛就位于舟山群岛东南面，常住
人口不足 200人，是一个偏远悬水小岛。如

今，岛上居民不用再坐船出海，就能吃到
“菜篮子”平价供应的蔬菜。“现在，菜每星

期两次有人送，供水一体化工程正在进行
中，养老院已扩建完成，投资 2000 多万元

的交通码头已交付。”白沙岛管委会副主任

曹奇波介绍，作为白沙国际化美丽小岛的重

要补充，柴山岛正以获批省级传统村为契机，
坚持保护性开发，以精品民宿、渔业体验、健

康养生为产业导向，打造休闲旅游岛。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海岛地区就医受

地域限制十分不便。然而，依托医共体+?
联网，普陀城乡医疗差距正在明显缩小。今

年以来，普陀海岛有四名急性心梗患者被

抢救过来。“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普陀
卫健局局长徐海虹表示，这得益于海岛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软硬
件的提升。去年开始，普陀区投入 1700万

元用于 56家基层医疗机构的设施改造。其

中，健康小屋建设项目就是舟山市为解决

偏远海岛居民，尤其是针对老年人就医不

便问题实施的一项民生实事项目。小屋内

配备了制氧设备和雾化泵，拥有智能化自
助式监测设备，可进行身高体重、体温、血

糖等 9项测量。同时，还设有远程诊疗、医
保药品代配、康复指导等，让患者不离海岛

也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目前，普陀区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

入 1.98万元，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城乡收

入倍差缩小到 1.62，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健康普陀”深入推进，连续两年获评健康浙江

建设优秀县……接下来，普陀还将把和美小
岛建设与幸福社区、美丽乡村建设同步推

进，逐步把偏远海岛打造成“和美小岛”，实
现“改善民生、振兴小岛、发展经济”的目标。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林上军

舟山普陀区探索破解海岛空心化老龄化闲置化

偏远海岛不再是“孤岛”

连云港探索数字经济推动乡村振兴

    舟山普陀区是浙江海岛数量第二多的县区。拥有岛屿 455个，其
中有人居住岛 32个。发展中曾一度出现城市与乡村、大岛与小岛不平
衡、不协调的问题。针对部分海岛“空心化”“老龄化”“闲置化”、产业发
展乏力、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三年前，普陀在全国创新推出“和美海
岛”建设，并利用“岛”这一最具特色的地方风貌承载物，积极发展海上
养殖业，依托美丽海岛建设工程，创造海岛居民的“和美”生活。

■ 东极庙子湖岛海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