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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象山打造海上 “两山” 实践地金名片
Ningbo Xiangshan creates a golden business card for the 
practice of "two mountains" on the sea

象山地处东海之滨，蕴藏着万象山海

的自然风光、千年渔乡的民俗风情、百里银

滩的运动风尚、十分海鲜的美食风味、一曲

渔光的影视风华等独特风景。

靠海吃海的象山人，世世代代以捕鱼

为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近海渔业资源的

枯竭，让当地人不得不另谋出路，有的外出

务工，有的做起了“资源”生意。在爵溪街道

工作了大半辈子、马上就要退休的励先强

介绍，“那个时候的爵溪，一船一船的沙子、

石头作为优质的建筑材料被运到上海、杭

生态渔港    叶勤 / 摄

美丽渔山岛    边少卿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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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然后换回来一张一张的钞票。”

这种“卖资源”的发展方式，不仅破坏了当地资

源和环境，而且也不可持续。如何在困局中找到新

出路，成为摆在象山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海洋是象山最大的资源，生态是象山最大的

优势。” 象山县委书记包朝阳介绍，“以海为伴，力

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象山发展的方向。”

如今的象山正以自身的发展实践，深入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力建设独具象山

辨识度的海上“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凝练形成了海

上“两山”转化的七大模式，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

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双赢”。

在实践中，象山已经成功探索出做深“体验经

济”的滨海旅游模式、实施“绿色革命”的水产养殖

模式、开辟“数智影视”的产业变革模式、厚植“碧海

银滩”的生态保护模式、激活“沉睡资源”的制度创

新模式、坚持“品牌强农”的乡村振兴模式、打造“千

年渔乡”的活化利用模式等7大转化模式，形成了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转化机制、政策制度、

经验做法。

在海洋生态方面，通过有效的生态保护和有序

的开发利用，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海洋生态系统；依

托中国渔文化之乡、国家级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等，充分展示渔文化的形象标识、特色风貌和

历史记忆，全力打造海洋文化传承地。破晓之弧    周祖安 / 摄

蔚蓝象山港    胡兴旺 / 摄

群鸥飞扬    杨忠华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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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方面，以

“千万工程”为引领，打造

农村人居新环境，创新推

出“一户多宅”村庄梳理式

改造、“村民说事”、农村

宅基地“三权分置”等系列

改革举措，突出抓好精品

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经济

等美丽经济新业态。

在全域旅游方面，成

功从景点旅游模式转向

全域旅游模式，建成国家

AAAA级景区4家，浙江省

AAA级 以 上 景 区5个、A

级以上景区村104个，精品

民宿83家。全域旅游营销

联盟组建运行，“周末嗨

象山”品牌进一步打响。

在海洋经济方面，依

托宁波国家级海洋经济示

纵横阡陌    叶勤 / 摄

范区主体区建设，围绕“北港、南湾、东海”空间资源优势，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积极打造“海洋+”的产业平台，发展海洋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海洋经济发展高地。

象山将大力实施“海洋强县、美丽富民，都市融入、变革驱动”战略，坚决扛

起做强海洋经济示范区、建好海上“两山”实践地、打造共同富裕样板县的新历

史使命，在“两个先行”新征程中绘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万象山海

图。

亚帆晨曦    吴姬敏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