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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嵊山岛与枸杞岛旅游资源对比调研 

岑璐佳
1
 

（浙江海洋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舟山 316000） 

【摘 要】：在嵊泗列岛东部的马鞍列岛，嵊山岛和枸杞岛这两座岛屿各具特色，生态旅游资源丰富，从两岛的

渔业资源、旅游产品和旅游形式进行比较展开。鉴于两岛之间已形成嵊泗枸杞景区，游客可以在这里尽情感受渔港

风情和渔村民俗，欣赏悬崖峭壁和海上牧场。随着两者联系更加紧密，共同保护和开发利用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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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2.7【文献标识码】A 

舟山群岛地处我国东部黄金海岸线与长江黄金水道的交汇处，是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走向世界的主要海上门户。舟山群岛

新区是我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也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其国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嵊泗列岛是舟山群岛的重要组成部分，嵊泗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列岛风景名胜区，素有“海上仙山”之誉，旅游资源丰富。

其中，嵊山岛与枸杞岛东西走向，隔海相望，“如一对鸳鸯，相依相偎于万顷碧波中”。 

两座岛屿各具特色，生态旅游资源丰富。鉴于两岛之间已形成嵊泗枸杞景区，游客可以在这里尽情感受渔港风情和渔村民

俗，欣赏悬崖峭壁和海上牧场。随着两者更加紧密的联系，共同保护和开发利用迫在眉睫。 

1 渔业资源比较 

1.1嵊山岛“东海渔场”前世今生 

2009 年，嵊泗渔歌被列入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嵊山在古代又叫“尽山”，意“诸岛至尽也”。作为我国东

海最东边人居岛屿，嵊山岛岸线曲折陡峭多港湾，是我国南北海运和长江水运的枢纽点。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嵊山周围海域的渔业资源十分丰富，早在清朝光绪年间，嵊山就已经形成渔港重镇，故称“嵊山渔

场”。著名的嵊山渔场曾是我国最大的渔场之一，一年四季有鱼可捕，尤以冬季带鱼汛闻名中外，被誉为“天然的海上鱼库”，

捕捞业发达，盛产我国著名的四大海产：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和墨鱼。“千舟竞渡，万船云集”，这描绘的就是鱼汛旺期全

国七省二市万艘渔船，数十万渔民下渔场的热闹场面。 

然而最近几年，由于过度捕捞导致鱼不成汛，繁华场面已一去不复返。失海失渔现象愈发严重，渔民需要重新寻找生活出

路，如何保护渔业资源和发展旅游服务产业也已提上日程。如今这里又成为海钓者和摄影人的天堂，络绎不绝的游客在这里驻

足游玩。这座百年渔场历经风雨洗礼、世事变迁，正散发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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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枸杞岛“海上牧场”贻贝养殖盛况 

靠海吃海，这里的渔民把大海当做天然的牧场。海面上白色的一片片区域，那些都是养殖在白色泡沫球下的贻贝，现在枸

杞岛又有了‘海上牧场’这一说法。 

整片养殖海区连绵万顷，除了养殖素有“东海夫人”美称的贻贝之外，这片海域还利用深水网箱养殖着东海黄鱼、石斑鱼

等高档鱼类。由于这里海水清澈，是“祖国东部最蓝的海”之一，养殖的贻贝品质一流，远销日本、韩国等国家。枸杞岛上的

干斜村更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海上牧场，海上贻贝养殖业在浙江乃至全国都有一席之位。当地政府早在 2011年就开始创建碳汇渔

业示范基地，在干斜创建贝藻套养基地，同时开展马鞍列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项目，在枸杞马鞍山周围海域投放藻礁。 

然而贻贝养殖时需要丰富的浮游生物和较肥水质，最近几年由于过度养殖，导致这片海域的海水富营养化越来越严重，海

水浑浊的天数在增加，赤潮现象日渐频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紧密相连，“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

产力”。 

2 旅游产品比较 

2.1嵊山岛“中国最美渔村”——后头湾 

在嵊山岛有一个最近几年在网络上爆红的荒村——后头湾村。后头湾村坐落于嵊山岛的东北方，位于两海岬中间的低洼地

带，村子三面环山，北临后陀湾，是块依山傍水的宝地。 

通过考察了解到，曾经的后头湾村是整个嵊山岛首屈一指的富裕渔村。几乎每家每户都盖起了楼房院落，一些村民造的楼

房更是一座高于一座，一派繁华热闹的盛世景象。即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这里都没有饿死过一个人。 

随着渔业的发展，渔民们更换了大型的铁船，在岛的另一端建造大型避风港，形成新的集镇。因渔而衰，自上个世纪 90年

代左右，越来越多的村民迁出交通不便的后头湾村，直至整村搬迁。 

现在的后头湾村，一座座临山而建的房子早已空无一人，绿植在盛夏时节长得更盛，放眼望去皆是漫山遍野的绿意，以致

有人形容后头湾村为“被绿叶占领的无人村”。这座小小的渔村，在我国东海岸线上，坚守着它最原始的本貌。 

因渔而衰，又因荒而名。2015年，网上发布的一组后头湾照片使她一夜之间进入公众视野。2016年，英国《每日邮报》更

是把后头湾纳入为全球 28处被遗弃的绝美景点（中国仅两处）。 

如今，这处尚未开发的处女地正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参观。不少人慕名前来，然而村里好像还没做好承受这么多人

的准备。道路崎岖，配套设施不完善。越往荒村深处，道路就越显荒芜。 

早在 2016年 7月，笔者就考察调研了后头湾村。通过实地调研，我们了解到有少部分原来搬离的村民在旅游旺季时重新回

到荒村进行经营活动，办个小店卖点矿泉水和饮料之类，但是重新装修的房子并不多。所以那里形成了一种状态，房子还是老

房子，荒村还是荒村，但是却有如织的游人和少量的村民。 

这是海岛乡村游的一个模式，荒村游模式。这个模式潜藏着生机也潜藏着杀机，需要政府主导，如果荒村失去了荒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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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终将抛弃荒村！如果毫无开发，吃住行游娱不便，那也没有魅力后劲。最好的办法可能还是外荒内不荒，老屋只要符合安

全条件就可以开发生态栖居。可惜目前游客都是即游即离，还没有老屋可以住一晚，听一晚的潮声和鸟鸣，吸一夜的负氧离子。 

嵊泗县旅游局工作人员称，“为了保护嵊山岛独特的自然风光和生态环境，当地旅游部门表示短期内并无旅游开发的计

划”。嵊山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远在海天尽头守护着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传统，按照古老的方式与自然和谐地共处着。在经济化

的浪潮中坚守着它纯朴的本心。 

由于后头湾的硬件设施落后，路边随处可见游客丢弃的垃圾。近期，无人村已经被当地政府封闭陆路通道，游客只能付费

在山上观光平台远距离欣赏，或是乘坐观光渔船进村。 

生态栖居是荒村游的出路，游而不栖，动而不息，倏忽地去，倏忽地离，终究是一个遗憾。寻美有道，同时也希望前来探

寻的游客们且把脚步放慢。 

2.2枸杞岛“东方小希腊”——特色民宿 

为了稳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当地政府积极发挥渔农村山水和农俗文化优势，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业，打造了一批海洋

旅游特色村、渔农家乐精品村。《舟山市旅游委员会 2015年工作总结和 2016年工作思路》中提到，要着力推进海岛民宿建设，

重点推进嵊泗嵊山-枸杞等海岛特色民宿集聚区建设。 

去过这两座岛屿的游客常说：“吃在嵊山，住在枸杞”。在另一边的枸杞岛上，开了许多装修风格一致的民宿，形成民宿

乡村旅游产业化。这些民宿具有浓郁的海洋风情和鲜明的海岛特色，和无人村相比更显浪漫和小清新。 

海洋文化是枸杞岛发展民宿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把海岛文化元素融入到民宿发展当中，通过渔民画、贝雕创作，丰富旅

游文化内涵。不少民宿将渔民画、贝雕和渔具、渔船机械设备融合起来，作为装饰品装饰在餐厅、房间、院子等地方，或是让

游客参与拖虾、笼捕、海钓等近海传统捕捞作业，让游客体验渔民的日常生活。除了办民宿，这些失海失渔的渔民抓住旅游生

机，转产转业朝着旅游服务业发展。 

3 旅游形式比较 

3.1嵊山岛“东崖绝壁”——日出印象 

作为舟山群岛中最东边的人居岛，嵊山岛迎接着每天的第一缕曙光。 

东崖绝壁作为嵊泗十景之一，居于嵊山岛最东端的鳗嘴头与后头湾之间，它像一条纽带，紧密联系两个地方。崖险、壁陡、

石奇是东崖绝壁的三大特点。这组海蚀崖连绵数千米，巍峨壮丽，雄峙东海。崖形蜿蜒起伏，山体线条简洁，山势自山腰起垂

直入海；崖面形如刀削斧劈，大气磅礴；崖底惊涛骇浪，震摇山根；偶有三两小渔船乘风破浪，往来穿梭，大有“飞鸟不敢渡，

猿猴愁攀援”之意境，令人望而生畏。 

东崖绝壁是看日出的绝佳之地，在太平洋和东海的交界点上，处蓝天碧海之间，听海潮音，观旭日东升。 

3.2枸杞岛“山海奇观”——日落奇观 

在枸杞岛的南端，有座叫“五里碑”的山峰，峰顶朝西有一块雄伟傲然的巨碑，东壁上镌刻着“山海奇观”四个遒劲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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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字。巨石凌空，气贯山河，传闻为明万历十八年，浙直总兵都督侯继高督汛至此所题，一个“奇”字道出了舟山群岛山海

风光的特色。在“山海奇观”四字下面记载着明朝一段抗倭往事：“大明万历庚寅春，都督侯继高统率临观把总陈九思，听用

守备宋大斌、游哨把总詹斌、陈梦斗等督汛于此。” 

“山海奇观”石碑紧邻观音禅寺，旁边还有双峰倚天、三人行石等景点。石碑后有一座名叫山海亭的亭子。一亭吞吐风云

月，两袖卷舒山海天，从亭中往外望去，万亩“海上牧场”的全貌尽收眼底，“山、滩、云、天、海”这五大元素完美地融合

在一起。 

“山海奇观”亦是嵊泗十景之一，乃观落日的极佳之处。夕阳西下，晚霞映红了半边天，远眺万亩贻贝养殖基地，金色的

余辉洒在牧场上，泛起点点金光。面对这片壮美景象，人都会变得宁静祥和。 

4 嵊山岛和枸杞岛旅游未来展望 

嵊山岛与枸杞岛及其附近岛礁，行政区划上分别是一镇一乡，人口规模上基本等同——嵊山镇 9038人，枸杞乡 8414人（参

见《舟山群岛新区地图集》，数据截止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底），渔港定位则分别是一级渔港和三级渔港，同属舟山群岛新区规

划里的“重点海洋生态岛群”和海洋功能区划里的“马鞍列岛海洋特别保护区”，还属空间结构规划里的“嵊泗渔业和旅游岛

群”。 

2014年 12月 1日，国家海洋局正式批复建立嵊泗国家级海洋公园，包括“东海第一桥”“嵊山渔港”“万亩贻贝”“东崖

绝壁”“山海奇观”等主要景点。 

2016年 1月，嵊泗县获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更是加大了乡村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嵊山枸杞风景区的价值和知名度正在不断提高，相信嵊山枸杞景区将会在这个夏天迎来更广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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