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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海洋大国，由
北至南分布着 1.1 万多个
海 岛 ，其 中 有 居 民 海 岛
480 多个。福建的海岛数
量位居全国前三，但是多
数海岛面积相对狭小，生
态系统脆弱，且海岛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形态模式
与陆地不同。国家推动和
美海岛创建示范工作，旨
在建设一批“生态美、生
活美、生产美”的和美海
岛，通过以点带面，促进
海岛地区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
务水平明显提升，居民收
入显著提高，特色产业和
绿色发展方式优势凸显，
公众海岛保护意识普遍
增强，推动海岛地区实现
绿色低碳发展，促进资源
节约利用，形成岛绿、滩
净、水清、物丰的人岛和
谐“和美”新格局。

对海岛人民来说，与
海相伴，以海为生。广袤
的海洋，既是他们赖以生
存的“命根子”，也是发家
致富的“钱袋子”。

“靠海吃海”是天然
的选择。曾经的惠屿单纯
依靠捕捞，一味索取，经
历过大起大落。在国家支
持下，村民们自身努力转
型海水养殖，摆脱了贫困。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牢固树立可持续
发展理念，厚植海岛生态底色，惠屿成为泉
州市最大的现代化新型塑胶网箱养殖示范
基地，如今，打出特色牌，发力文旅经济，形
成“海产+旅游”的“双腿跑”，拓宽了“两山”
转化通道。

惠 屿 岛 利 用 生 态“ 杠 杆 ”来 撬 动 产 业
崛起，是换一种方式的“靠海吃海”。把资
源变成资产，把资产变成资本，生态优势
逐 步 变 成 经 济 优 势 ，他 们 正 在 探 索 一 条
保 护 与 开 发 相 辅 相 成 、既 彰 显 海 韵 又 留
得住乡愁的和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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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海元素的微景观在岛上处处可见。

来自连江的养殖户租用惠屿当地养殖
设施，正给泥猛鱼喂食。

惠屿惠屿蝶变蝶变：：换个方式换个方式““靠海吃海靠海吃海””
□本报记者 张颖 陈旻 林熙 文/图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惠屿，静卧于湄洲湾主航道西侧，是泉州唯一的海岛行政村，面积
仅2平方公里，共403户 1400多人。首批全国“和美海岛”，惠屿入选。

作为一个海岛村，惠屿“靠海吃海”，人均年收入从 2003 年仅
2450元，增长到2022年近10万元，从全市倒一逆袭为泉港第一，已有

“最美渔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十多项荣誉在身。
20年的谋变之路，从粗放捕捞到精细耕海，从简单索取到和谐共

生，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发展……从“吃海”到“养海”“护海”，在人与海
的关系不断重构中，惠屿岛绘就了一幅共美共富共享的和美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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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辛勤耕海，摆脱贫困

从泉州市泉港区肖厝村向东南望去，惠屿
形似大虾，横亘于海，当地人称之为“横屿”。闽
南语中，“横”与“惠”读音一致，惠屿由此而来。

6 月初，记者从肖厝码头搭乘免费的“惠屿
号”钢制客渡轮，12 分钟后登上岛屿，只见红瓦
顶房屋勾勒出闽南风情，沙滩细腻洁净。穿过
游客中心广场，拾级而上，映入眼帘的是岛上
宫庙——晋福宫，庙里供奉村民的祖先肖太傅
公，这里的村民都是肖氏族人。后面小坡的一
眼双口井，曾是村里的“生命之水”，如今“退
役”再上岗，成为岛上的打卡点。

“你能想象吗？2003 年以前，惠屿全村用水
只有这眼双口井，大家滴水必争。自从村里通
了自来水后，我们才跟岛外一样，随时可以用
水。”今年正好 50 岁的惠屿村党支部书记肖清
林是土生土长的“岛民”，他一路见证、亲身参
与了惠屿的巨变。

与对岸的肖厝村同族同宗，隔海相望，但
惠屿岛曾经是孤独的，除了海风和大浪，岛上
什么都缺——缺水、缺电、交通不便、通信不
便，就医就学也不方便。

泉州市最贫困、落后的一个渔村，这是早
年烙在惠屿身上的印记。

回首当年，肖清林感慨道，那年头更落后的
是思想观念。“老一辈传统思维是‘靠海吃海’，上
世纪 80年代以前，下海捕鱼每个月能挣到两三百
元，而当时外出打工每个月基本工资才二十几元。
日子一眼就望到头，孩子长大后跟着出海就行。”

好挣钱的光景却没持续多长，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渔业资源逐渐衰减，年轻人想外出谋
生却苦于缺乏文化知识，只能继续守着孤岛。

从上世纪 90 年代直到 2003 年，村里的结
婚率几乎为零。因为穷，没人愿意嫁到岛上。

先天的劣势如同茧房，困住了村干部与村
民，但大家心里明白：渔民转产转业已箭在弦
上。而路又在何方？

恰在此时，国家扶贫政策如同一束光，点
亮了惠屿村，海岛不再是“孤岛”。

2003 年，村里通电、通网络，与陆地互联互
通；2009年 12月 31日，跨海饮水工程正式通水，
洗衣机、热水器开始进入百姓家中，那眼双口井
前不再出现村民争水的情况；2010年，“泉港号”
钢制渡轮通航，人们出行难得以解决；2019 年，
惠屿岛新码头和游客服务中心建成……

随着基础设施完善，村民的“思变”种子也
发芽破土。2003 年，村民代表和村“两委”班子
去霞浦等地考察学习，回来后开了一场村两委
会，吹响变革的号角。肖清林清晰地记得，当时
他刚满 30岁，那一年村里决定：“必须做好海的
文章，发展养殖。”

要发展养殖，最大的问题是资金短缺，村
干部便去镇上找农信社寻求信贷支持，由村委
会担保。肖清林回忆说，在村民集体大会上，村

“两委”跟村民们说，“除了诚信，我们已经一无
所有了。若连诚信都丢了，那真没救了”。

当天，大家一致通
过“养殖户用房产做抵
押，贷款必须用于养殖，
如果恶意赖账就卖房偿
还”等条款。很快，第一

笔 26 万元贷款批下来，成为 30 多名养殖户的
启动资金。抱团发展，互相担保，村民们义无反
顾地走上摆脱“靠天”吃饭的转型路。

从最早的 90亩牡蛎开始养起，第一年产值
就达到 100 多万元，全村赚到了第一桶金。20
年来，惠屿海水养殖业的规模呈现几何数量级
增长。2023 年，全村预计共发展海带养殖 1 万
亩、鲍鱼养殖 5000 多口 5000 多万粒、牡蛎养殖
800 多亩、网箱养鱼 500 多箱、海参养殖 2000 多
万只，整个村产值可达 3亿元。“预计，今年村集
体收入超过 50万元。”肖清林自豪地说。

让村里人自豪的还有完美的信用记录。在
村干部的引领下，养殖户们团结互助，20 年如
一日，风雨无阻，按期还贷。“村里大喇叭一广
播，全部交齐。”肖清林说，收齐当月利息，村干
部乘船送到银行，“一分不欠、一日不迟”。

2012 年，惠屿村获评全省首个“金牌信用
村”。村民向农商银行申请的小额无抵押贷款
额度，从原有的每户 3000~8000 元提高到现在
的 10 万~30 万元。金融支持和村民们的辛勤耕
海，使得惠屿的养殖规模不断扩大，村民的钱
袋子也鼓起来了。

养海护海，人海共生

记者乘快艇到达惠屿西侧海域的渔排上，
遇到来自福州连江的陈功海，他正和伙伴一起
给鱼苗喂食。

多年从事海水养殖的陈功海，今年转战惠
屿，不久前刚以每口 100元的价格，向村民肖德
冲租下 200口塑胶网箱养殖泥猛鱼。“泥猛鱼养
到 4 个月左右就能上市销售，正好每年 6—10
月当地村民养的鲍鱼都去北方度夏，空的网箱
就租给我们。”他说，目前共投入 30多万元在这
养了 100 多万条泥猛鱼，今年 10 月上市后主要
销往广东，预计能卖出 400万元左右。

养殖泥猛鱼需要Ⅱ类以上的好水质。惠屿
的好生态，吸引了许多像陈功海这样的外地养
殖户前来。

但惠屿的生态，与许多经历过粗放发展的
地区相似，也曾经历过波折。“飞速发展的养殖，
导致一些养殖设施长期废弃在海上，我们离湄
洲湾主航道不远，有的海漂垃圾还影响航道通
航；污水排放、垃圾乱堆，村貌不佳，也影响海洋
环境。”肖清林说，还有村民自建房侵占海岸线。

“探大钱，起大厝”是闽南人的传统，21 世
纪初，靠水产养殖发家的惠屿村掀起了一股盖
房潮。“当年由于缺乏规划，以及岛上空间有
限，民房大多依坡而建，杂乱无章，没有考虑地
质灾害、风暴潮等安全因素。”肖清林说，一幢
幢拔地而起的大厝改善了村民生活条件，但也
对海岛环境造成伤害。“富裕后的村民，开始关
注生态环境问题。只有保护绿水青山，才能最
终变成金山银山。这些年，大家在保护修复海
洋海岛生态上有了行动自觉。”

2009 年前后，在各级部门支持下，惠屿岛
修复及保护项目列入全国第一批、福建首个海
岛整治项目，争取到中央、省级资金共 1097 万

元，垃圾整治与清理、水资源综合利用、海水养
殖整治、植被生态修复与绿化、基础配套设施
改造等 5项工程同时开启。

长期废弃在海上的 200多亩养殖设施被清
除；污水处理厂建起，污水管埋设，生活污水不
再排入大海；垃圾转运站运转起来，曾经的垃
圾角变身小公园，岛屿中部和南山顶的“脏乱
差”地块改建成了景观亭；岛屿南部、北部区域
种上了 50亩木麻黄，南山脚沙滩绿化景观改造
完成；拆除不安全、影响岸线的违建房屋……
岛屿、周边海域面貌焕然一新。

“环境越好，村民们越发感恩与珍视，也越
发自觉爱护。”肖清林说，村里也积极发力，在
生产、生活中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从源头上减少海漂垃圾。2020 年，惠屿村
以集体企业惠屿岛渔业开发有限公司为主体，
投资 5300 多万元对周边海域的养殖网箱进行
升级改造，清退传统老旧网箱，换成新型塑胶
网箱 46 个单元，包括网箱 8096 口、操作平台 92
个、管理房 92 个、化粪池 92 个。惠屿成为泉州
市最大的现代化新型塑胶网箱养殖示范基地。

“从传统养殖向依靠现代设施养殖转变，
不仅从源头上减少了海漂垃圾，也能提质增
效。”肖清林告诉记者，全部改造完成后，村集
体年收入预计可增加 200万元。

在岛上行走，不时会遇到标志清晰的分类
垃圾桶，道路、海滩干净整洁，让人如同置身景
区。村里每年投入 50万元，组建了一支 13人的岛
上保洁队伍、一支 4人的海漂垃圾打捞队伍，垃
圾全部转运出岛处理，保证海、岛洁净。村里还组
建了 8支海岛特色志愿服务队，开展海漂垃圾清
理、岛上巡逻、生活垃圾分类外运等行动。

在惠屿南部的大澳沙滩上，黄沙细腻柔
软，与蓝天碧海“撞”出鲜明的对比色。曾经，这
里是废弃养殖设施、渔船乱堆放的荒滩。

“近 3 年，我们共获得 4000 万元项目资金，
用于大澳沙滩修复整治、全岛绿化景观提升二
期工程。”肖清林说，2022 年岛上的海岸生态屏
障保护与修复工程获得了省级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资金 1220 万元，目前已完成前期设计与规
划，从码头到沙滩的一段岸线即将开展海洋生
态保护修复、应急通道建设，海岛的基础设施
条件和海洋生态环境将进一步提升。

渔旅融合，走向和美

“听海风入梦，枕海浪而醒”，在惠屿路 3
号，记者感受了村民肖贤真的日常体验。作为
民宿管家，她帮助同村的房东打理“屿梦行馆”
民宿已有 2年。“这家民宿今年‘五一’期间每天
都客满，且目前每个周末甚至工作日，我都没
有闲下来。”肖贤真说。

“屿梦行馆”在惠屿环岛路的端头。沿着环
岛路步行或骑上“电驴”，一边观看大海，一边
欣赏秀美的南山，经过闽南风情的红顶石厝、
大小几十处微景观，直达月亮湾沙滩，踏上七
彩浮桥，抵达海上的观光休闲渔排……一路上
美食美景两不误。

韵味十足的闽南海岛风情吸引了远近游
客。“今年‘五一’期间有 1.5 万人次上岛旅行，
此后每天都有超百人次登岛，周末更是一房难
求。”村干部肖锦斌说道。

身兼惠屿客运公司经理的肖锦斌，被人们

称为“船长”，2 艘船，每天 18 次轮渡，迎来送
往。肖锦斌曾是岛上最早试吃“旅游饭”的一批
人。八九年前，他养过海带，开起了岛上第一家
旅馆，但当时来者甚少，旅馆很快就转手了。

2015 年，惠屿岛吸引了泉州籍的国际著名
艺术家蔡国强上岛创作了焰火表演作品《天
梯》，英国导演以此拍摄了纪录片《天梯：蔡国
强的艺术》，令小岛惠屿名声日隆。

游客逐渐多了。2018 年，肖锦斌在自家房
子里开起民宿。“一共 6个房间，家人自己打理，
夏季游客多，高峰期每个月有近万元收入，冬
天就长租给鲍鱼养殖工人。”他笑着说，今年生
意特别火，“五一”期间 5天的收入就超过万元。

目前，岛上有 7 家民宿、近 60 个床位，3 家
餐饮店，还成立了惠屿岛旅游开发公司，将资
源打包，变成资本，家家入股、户户分红。

开发旅游，惠屿人其实酝酿已久。“从捕捞
到养殖，我们经历了第一次转型。但单一的海
水养殖并非长久之计，因为生活富裕后，年轻
人大多在外打拼、生活，留岛的多为中老年人，
总有一天会做不动，还得发展其他产业。”肖锦
斌说，他们决定从单一养殖的“单脚跳”，转型
为养殖+生态旅游“双腿跑”。

2019 年，村里请来专业机构，开启新一轮
规划，以“美丽海岛生态旅游示范村”为目标，
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多规合一”打造“海岛、共
享、友好”的乡村慢生活品牌。

“首先要保护岸线。拆除破坏岸线的违建
后，有些难以拆除的建筑，我们将它活化作为
旅游设施。比如原惠屿小学改为村史馆，并增
设海洋知识展厅。”肖清林说，在岛屿东侧的闲
置地，建设联排式安置住宅，用以安置退出生
态岸线的民宅；利用微景观，对海岛“精雕细
琢”，让旅游元素融入乡村生活。

2020 年，规划项目启动实施，民宅外立面
换上“新装”，闲置房屋重新装修成民宿，新游
轮码头、村委会综合楼及游客服务中心等公共
服务设施也陆续投入使用。

在保留村庄建筑形态肌理的同时，岛上的
碎片空间、闲置地被打造为公共空间、微空间。
小街巷、“圣蛙石”、“神井甘泉”……村民家门
口一个个小而美的景点，在民俗元素串联下，
成为游客“打卡点”。

“这几年每年有 20 多万人次上岛旅游。今
年到目前，游客已经超过 17 万人次，旅游营收
已达到 1500多万元。”肖清林说。

多元发展前景可观，村民们有了底气畅想
更美好的愿景。

“在有限的岛屿空间，我们希望打造出‘三
个惠屿’——‘岛上惠屿’‘海上惠屿’‘陆上惠
屿’。”肖清林说，“岛上惠屿”，把海岛打造成宜
居宜游宜业的生态休闲渔村旅游产业园区；

“海上惠屿”则是利用海上养殖产业，打造集养
殖、垂钓、餐饮、观光体验等为一体的现代化休
闲养殖基地。二者结合，构建生态休闲渔村旅
游资源，促进村民增收，提升幸福指数；而“陆
上惠屿”，则是让村民们在医疗、教育等方面与
陆上接轨，鼓励在陆地置业、发展，让海岛保持
适度的开发与保护。

“小海岛也有大梦想，我们今天的生产生
活、未来的发展规划，都有了明确目标。”肖清
林充满信心，在共美共富共享的振兴路上，惠
屿岛将走向更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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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惠屿的泉州市最大的现代化新型塑胶网位于惠屿的泉州市最大的现代化新型塑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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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七彩浮桥踏上七彩浮桥，，就抵就抵
达海上观光休闲渔排达海上观光休闲渔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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