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 年启动的环东海域综
合整治建设工程，贯彻厦门“提
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布局，是
厦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建设
项目。

多年来，环东海域的开发不
仅深刻地改变了厦门发展格局，
也涉及约 10 万农村人口。尤其
值得关注的，是受养殖退出工程
影响的渔民们。

曾几何时，保姆 、保洁 、保
安，环卫、保卫，“三保两卫”成为
环东海域不少渔民的职业标签。
昔日的渔老板，在厦门跨岛城市
化进程中，经历了失落的岁月。

历经十余年的建设，环东海
域沿线的渔村发生了惊人的变
化。记者调查走访发现，厦门环
东海域开发，不仅为产业发展腾
挪出空间，保障了重要民生配套
用地需求，也激活了渔村振兴的
一池春水。

上岸后的渔民如何干好老
本行？岛外农村如何融入城市化
进程？环东海域开发如何成为富
民工程？近日，本报记者走访环
东海域 3 个渔村，从渔村的变化
感受厦门跨岛发展释放的活力。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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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厦门同安环东浪漫线上的渔村格
外热闹。

一场以食、逛、尝、品为主题的“环东风情季”
活动，打包区域内旅游资源，抱团引客，吸引了数
万名游客前来打卡。

沿着环东浪漫线，后田、潘涂、丙洲等渔村轮
流“请客”，拿出“一村一品”，成功释放渔村独特
魅力，打开了文旅产业的想象空间。

人气聚，城市兴。渔村出闺，是环东海域历
经多年开发后结的硕果。它佐证了跨岛发展的
潜力，也让融入城市发展的新渔民找到新的致
富出路。

没养海蛎的“海蛎第一村”
夜幕降临，厦门同安区美林街道潘涂社区海

蛎集散市场喧嚣已褪去。最后一辆载货摩托车驶
出市场后，林合社开始指挥清扫场地。

这个海蛎集散市场，每天平均有近 600 吨的
海蛎从外地运入。经过清洗加工后，再从这里销
往厦门各个角落。这里人称“中国海蛎第一村”。

整个暑期，因为同安在后田、潘涂、丙洲等
滨海渔村举办的“环东风情季”系列活动，林合
社都在忙碌着。看着游客来来往往，他感到由衷
的高兴。

离市场不远处，占地 3500 平方米的潘涂海
蛎夜市开始传出烟火味。50 个海蛎主题特色小
吃摊点的老板吆喝着，招徕路人品尝。从市场运
出的新鲜海蛎，不少流向这里，成为游客的盘中
美味。

现年 60 多岁的厦门市潘涂海蛎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秘书长林合社，是潘涂的老海蛎人。他经
历了潘涂海蛎产业的浮沉。采访他时，他对潘涂
海蛎如数家珍。

“潘涂人养殖海蛎从明朝就开始了。400 多
年前，我们这有一个乡贤名叫林一材，是明隆庆
年间‘三省参政’。在林一材的带领下，潘涂祖辈
多以海蛎为生。”林合社告诉记者，20 世纪 60 年
代，因为潘涂村养殖海蛎的先进经验，同安县成
为福建省海蛎养殖先进模范县。

虽被称为“中国海蛎第一村”，但从 2006 年
开始，村民们就不能在本地养殖海蛎。

那年 7 月，厦门环东海域综合整治建设首期
工程正式开工。彼时已开始的养殖退出、滩涂清
淤工程，已有 24%的网箱养殖、71%的浅海吊养、
60.7%的滩涂养殖完成退出。林合社就是退养人
之一。

村里无海可养，有悠久精湛海蛎养殖技术的
潘涂村渔民何去何从？

“潘涂人爱拼敢赢，不少人开始走出去寻找
出路。”林合社说，2006 年开始，潘涂人北上南
下，奔赴福建、广东沿海等地海域，广置海地发展
滩涂养殖海蛎。

没有丢掉祖传的养殖技术，如今，潘涂人在
全国沿海各地养殖面积达 6.3 万亩，养殖年产量
约 45.4 万吨，产值约 4.5 亿元，带动约 2 万人就
业，海蛎经济产值占福建海蛎产值的 20%。目前，
厦门人吃的海蛎有七成是潘涂人养的。

走进潘涂海蛎集散市场，海蛎产业从业者来
回穿梭，送货、进货车辆络绎不绝，洗海蛎、剥海
蛎景象忙碌。夜市上，特色海蛎美食、海鲜大排
档、烧烤……各类餐饮店人声鼎沸。远处，还在搭
建中的海蛎厂房，彰显海蛎产业的欣欣向荣。

不养海蛎的潘涂，为何要付出不低的运输成

本将海蛎运回本地集散？潘涂社区党委副书记林
育林讲述了前因后果。

“简单说，就是尽可能地想把产业留在潘
涂。”林育林说，潘涂有 3000 多人从事海蛎产业，
其中，许多是年纪较大，无法从事“三保两卫”的
潘涂老人。集散、加工市场建在潘涂，能够解决他
们的就业难题。

批发、零售、深加工、消费，扩容中的海蛎集
散市场，计划收纳潘涂所有从事海蛎生意的村
民，并通过产品研发，做大海蛎产业。

林育林介绍，潘涂社区已经与集美大学水产
学院展开合作，对海蛎的养殖和深加工产品进行
研发，目前已开发出 Q 弹口感的海蛎食品，不久
的将来还要引进海蛎新品种，提高海蛎品质。此
外，与漳州企业合作开发的海蛎预制菜已远销全
国。

如今，环东海域的开发，带来了新城的崛起，
这更让潘涂人嗅到商机。

“我们正对海蛎加工进行规范化统一管理，
在集散中心实现一站式采购，还成立厦门市潘涂
海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提升海蛎产业的价值，
为海蛎产业发展保驾护航。”林育林表示。

同安区文旅局副局长赵飞羽表示，深入挖掘
海蛎文化，打响海蛎美食品牌，同安正借助环东
浪漫线的超强人气，将潘涂打造为游客的歇脚地
和美食中心。

城市化路上的渔村蜕变
在环东海域的开发中，退养上岸的渔民远不

止潘涂人。
同安区美林街道后田社区，居民曾世代以海

营生，在 21 世纪初仍以海产养殖、加工、销售为
主要收入来源。2006 年，环东海域综合整治建设
工程启动，后田社区配合进行了约 16800 亩海
地、720亩林地的退养退耕征收工作。

“2009 年开始，渔民们逐渐探索相关的海鲜
餐饮行业，在沿海避风坞周边的靠岸闲置船只
上，陆续经营了 50 多家规模大小不等的渔船大
排档。”后田社区党委书记林国阳说。

但由于渔船大排档管理粗放，对避风坞及周
边滩涂造成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2017 年开始，
在有关部门的引导和支持下，渔船大排档转为上
岸经营，在滨海西大道及天马路沿线形成海鲜一
条街。

如何为海鲜一条街引来人流？后田人在“环
东风情季”系列主题活动里找到答案。

景区热闹非凡、商圈人头攒动、演出一票难
求……7 月开始的“环东风情季”，点燃了滨海小
渔村的文旅氛围，也让后田特色秀了一把。

仲夏之夜，后田社区的 28 家海鲜大排档和
10 多家小吃商家集体亮相。酒花的醇厚香气在
空气里弥漫，海鲜卷、海蛎炸、土笋冻等各类美食
令人目不暇接，游客们觥筹交错、大快朵颐……

在后田社区的红砖古厝群中，为期 3 天的活
动场场爆满，还有不少岛内居民和来厦旅游的游
客慕名前来。

“周五卖了 1000 条海鲜卷，周六周日都是
800 条……”后田社区居民林玉芬拿着手机向
记 者 展 示 销 售 记 录 。她 在 社 区 里 经 营 一 家 小
吃 摊 ，以 海 蛎 炸 和 海 鲜 卷 为 主 。据 她 统 计 ，在
渔 村 啤 酒 节 结 束 后 ，光 是 海 鲜 卷 的 每 日 销 量
就上涨 30%，这还是因为小吃摊人手有限 ，限
量销售。

盛景的背后，是一部小渔村的转型史。
“我们希望能将海鲜卷打造成后田社区的

名片，集中资源让会做海鲜卷的居民都参与进
来。”美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史晓
钧说。

现在的后田，避风坞逐步恢复了渔村原貌，
亲水海岸因同安滨海浪漫线建设景色优美。从渔
船大排档，到离海转岸的特色海鲜餐饮，后田正
努力打造转型升级的产业基础，实现渔村旅游经
济可持续发展。

环东海域建设发展的东风，同样也吹到地处
同安区和翔安区交界处西柯街道丙洲社区。

作为拥有 400 多年历史的渔村，丙洲是民族
英雄陈化成的故乡，曾以海上运输和海上养殖为
主，盛产牡蛎、对虾、蛏、花蛤及鱼类，拥有非物质
文化遗产南音、同安梭船、南拳等，“丙洲煎蟹”传
统美食闻名遐迩。

环东海域多为滩涂，丙洲岛村民将其开发为
鱼池、虾池养殖地。2007 年，环东海域整治工程
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养殖清退、清淤吹填，村民们
的传统生计面临转产转业。

源起蔚蓝，向海而生。数次的产业转型，却并
没有击垮这个小渔村，丙洲在转产转业的挑战面
前迸发活力和韧性，将爱拼敢赢的渔家文化刻进
骨子里。

“目前正在推进火车头海鲜广场及农贸市场
的落地，不仅可以增加村集体收入，同时能为丙
洲社区带来上千个就业岗位。”西柯街道党工委
书记李永谓介绍，街道、社区计划引入社会资本，
形成集聚效应，发挥村民特长，促进岛上海鲜餐
饮业发展，形成丙洲美食打卡地标。

8 月 11 日，邂逅丙洲·“蟹蟹”有你渔村啤酒
节如期举办，为期 5 天的活动吸引数万人次参
加。借着这股“环东风情季”的东风，社区正有序
推进传统古厝活化利用、陈化成纪念馆文化传承
项目以及“岛上花田”等项目落地。

“丙洲社区城中村现代化治理三年规划正在
推进当中，共策划生成 10大类 37个项目，总投资
30273.31 万元，调蓄湖周边环境整治、农贸市场
建设等 16 个项目已经启动并初见成效。”丙洲社
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清火说。

跨岛发展的致富新机遇
渔村新生，不仅于此。
按照厦门市的规划，厦门正分别从基础设施

跨岛布局、产业结构跨岛优化、民生和公共服务
跨岛覆盖、乡村振兴战略等 4 个方面提出推进跨
岛发展。其中，“同安重点发展生态休闲与文化旅
游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健康产业基地、现代
服务业基地、现代都市农业基地等”。

沿着这个方向，同安新城提出以产城融合、
宜居宜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际化
典范新城”为目标，拟打造信息研发、高端制造以
及新经济、旅游度假等融合发展的新城。

在城市化进程中，渔村如何定位，才能把准
发展机遇，共享发展成果？

“城中村是新城建设中无法回避的一种城市

形态。我们花了大力气开展城中村现代化治理攻
坚战，推动滨海渔村与新城建设共生共荣、相得
益彰，渔村老百姓的获得感溢于言表。”同安区委
副书记许永良表示，截至目前，同安新城片区已
建成各等级道路总长约 200 公里，水、电、气、污
等市政基础配套基本建成。

全长 50.6公里的环东浪漫线，同安段 18.3公
里已全部建成。这条滨海步道，环绕整个环东海
域岸线，节假日吸引游客日均超 10 万人次。2020
年、2022 年厦门环东半程马拉松赛在环东浪漫
线成功举办，成为厦门旅游新地标。

环东浪漫线沿线的渔村，成为首批受益者。
沿着环东海域，将后田、潘涂、丙洲等社区串珠
成线，在城市中心打造出一条带动渔村发展的
致富线。

赵飞羽介绍，以环东浪漫线为纽带，沿线酒
店、公园、游乐园、体育运动、水上活动等文旅基
础设施星罗棋布。这条浪漫线上，有全市最大的
体育运动训练中心，有方特梦幻王国、东方神话、
水上乐园等三大主题乐园，年游客量约 400 万人
次。万豪、万丽、特房波特曼和方特等酒店建成
后，将在环东浪漫线上形成滨海高端酒店群，吸
引大批海内外宾客入住。

沿着七彩步道，产城人融合的生态海湾新城
呼之欲出。

“同安区是践行厦门跨岛发展重大战略的主
阵地、主战场、主力军。”许永良表示，由天马山延
伸至同安湾海域，同安串联起山海绿色通廊，实
现“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营造“园在城中”的
绿色生活环境，打造出绿色生态滨海湾区。

碧海蓝天的美景，提升了城市品质，也腾挪
出产业发展的新空间。

通过整治和打造，同安新城从一片滩涂化作
产业聚集高地。银城智谷、环东云谷、美峰创谷，
同安新城“三谷”楼宇招商空间总建筑面积 160
万平方米，目前已入市 65 万平方米，已销售、租
赁建筑面积 34 万平方米。未来，这里将崛起新一
代信息技术、高端家居智造、现代流通、食品与都
市现代农业等 4 条支柱产业，培育发展新文旅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业兴，城市兴。渔村的发展，有了光明的
未来。

“未来，我们将依托渔村特色，重点打造环东
海域高级商圈，包括城市夜文化、网红打卡点、婚
纱摄影等。同时，发展同安特色乡村旅游，依托方
特夜场、同安影视城夜场、乡村特色美食和同安
非遗等，形成莲花康养微度假、温泉度假、研学旅
游的农文旅体系，通过乡村旅游进一步为乡村振
兴赋能。”赵飞羽表示。

十多年前，环东海域同安湾里，渔排养殖随
处可见，近海淤泥里到处插着养海蛎条石，海岸
上成片排列着猪圈、鱼塘。

十多年后，沿着环东浪漫线，蓝天碧海、连片
红树林、绿意盎然的公园草地相映成趣，生态好、
环境美、产业兴正成为同安新城的鲜明标识。

渔村新生，城市渔民再“开海”。在同安描绘
的“科学湾区 未来之城”图景中，环东海域将成
为致富海，造福一方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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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火爆的潘涂海蛎夜市

厦门同安美林街道后田社区

厦门科学城——创谷 “环东风情季”系列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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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东浪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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