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好“美”的文章 精雕海岛大花园

——访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徐

幸

文娜

浙江将瞄准国内外旅游新群体、新消费、新体验，依托沿海岛屿自然风光和人文积淀，发展多形式、

多种类、高质量的旅游产品和线路，积极承接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会议和赛事活动，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

国际旅游目的地海岛，全力塑造海岛旅游品牌

建设海岛大花园既是浙江践行“两山”理念、全面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

略的重要行动，也是全面推进大花园建设和“5211”海洋强省行动的重要举措。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徐幸在 2019国际海岛旅游大会开幕式上正式对外发布《浙江省海岛大花园建设规划（2019-2025）》（以

下简称《规划》）。《规划》出台的背景是什么？主要内容有哪些？浙江建设海岛大花园有什么优势？本

刊记者针对这些问题，采访了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徐幸。《

浙江经济》：浙江出台海岛大花园建设规划的背景是什么？

徐幸：2018年，省委、省政府部署开展大花园建设行动，省委书记车俊同志指出，整个浙江就是一个

建设中的美丽大花园，海岛大花园是大花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色、亮点。袁家军省长在 2019年的省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把加快建设十大海岛公园作为全省大花园建设行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此背景下，

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林业局编制了《浙江省海岛大花园建设规划（2019-2025）》，经省

政府同意，正式向社会发布。

《浙江经济》：浙江建设海岛大花园有什么优势？

徐幸：浙江海域辽阔，海洋资源丰富，总结起来有“六个最”：拥有全国最大规模的岛屿群，总数达

到 4350 个，约占全国的 2/5；拥有全国最大的渔场，渔业资源年蕴藏量 400 多万吨，是世界著名的渔场；

拥有全国最大规模的海岛港口群，拥有舟山港、洋山港、岱山港、玉环港、洞头港等重要港口，是全国规

模最大、数量最多的海岛港口群；2018年 6个海岛县（市、区）港口货物、货物吞吐量达 5.5亿吨、集装

箱吞吐量达 1118万标箱；拥有全国最大规模的陆岛联通交通体系，建成舟山连岛大桥、洞头联岛大桥、乐

清湾大桥等多座跨海大桥，20余个岛屿已建成连岛公路；拥有全国最为丰富的海岛文化资源，舟山马岙土

墩文化被誉为“海岛河姆渡文化”；拥有全国最早设立也是唯一一个群岛新区——舟山群岛新区，并建设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全国唯一一个由陆域和海洋锚地组成的自由贸易园区。



《浙江经济》：《浙江省海岛大花园建设规划》是浙江省大花园建设行动的重要专项规划，完善了全

省大花园建设体系，能否简要介绍下《规划》主要内容？

徐幸：在规划内容上，体现了浙江海岛发展特色，并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国家战略作了充分衔接，

提出打造“两区一园”的战略目标、五大重点行动和十大标志性工程。主要目标：《规划》以提升沿海人

民群众生活水平和幸福感为导向，计划到 2025年，全省沿海岛屿的生态环境日益改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走在前列，全域旅游彰显特色，加快建设一批展现海岛风情的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田园、美丽海湾、

美丽渔港，基本建成生态优势明显、旅游特色鲜明、绿色经济繁荣、岛群协同联动的十大“海岛公园”，

把浙江沿海岛屿打造成为全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全国海岛绿色发展引领区和长三角海上大花园。

五大重点行动：一是实施“生态护岛”行动。重点围绕落实海岛生态安全管控、推进海岛生态保护与修复、

打好海岛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提升海岛地区的资源环境保护水平，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二是实施“旅游

兴岛”行动。重点培育观光、度假、研学、运动、红色等旅游产品，完善海岛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合力打

造五条精品旅游线。即结合全省诗路文化带十大文化高地之一的“海上诗路启航地”建设，打造“海上诗

路”人文自然精品旅游线；以豪华游轮为载体，融入海岛观光、文艺表演、海鲜美食等旅游产品，打造“东

海巡礼”海岛游轮观光精品线；依托舟山、宁波、台州闻名海内外的众多名寺古刹，打造“山海名刹”文

化禅修精品旅游线；依托亿万年来海蚀和海积形成神奇自然景观，打造“海蚀胜境”地质风貌精品旅游线；

以华东蓝色海洋观光度假游为主题，打造“蓝海天堂”观光度假精品旅游线。三是实施“绿色用岛”行动。

重点围绕发展现代海洋渔业，培育海岛绿色农业，推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建设沿海“零碳岛”和“无

废海岛”，全面提升重点海岛特别是十大海岛公园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水平。四是实施“设施联岛”行动。

围绕海岛设施互联互通，加快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推进陆海联动，为全省海岛

大花园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五是实施“创新活岛”行动。重点围绕体制机制创新，以建立海岛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为突破口，建立海岛绿色政绩考核机制，探索海岛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资源要素配置机制，

不断创新海岛绿色金融体系。十大标志性工程：为落实五大重点任务，《规划》提出了全省海岛大花园建

设的十大标志性工程，并安排了 87个重点支撑项目，总投资近 1300亿元。实施蓝色海湾工程，重点推进

海洋环境治理、海湾海滩海岬整治修复、滨海生态廊道建设和景区化改造提升等工程；实施十大海岛公园

全域旅游发展工程，培育建设嵊泗、岱山、东极、定海、普陀山、蛇蟠、象山南部、东矶、大陈、大鹿、

洞头、南麂等十大海岛公园；实施海岛美丽乡村建设工程，重点打造 130个 A级景区村，十大海岛公园范

围内，实现村村景区化、镇镇景区化；实施海洋生态牧场建设工程，重点在洞头、普陀、岱山、椒江、临

海、玉环等地海域建设一批规范化、智能化生态牧场养殖区，积极创建国家级海洋生态牧场；实施美丽渔

港建设工程，重点推进渔港现代化改造和休闲观光功能提升，打造舟山、沈家门、嵊泗、石浦、玉环、洞

头等一批现代美丽渔港；实施海岛绿色循环产业发展工程，重点把舟山鱼山岛等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绿色



石化基地，积极建设海岛型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实施海上美丽交通走廊工程，重点实施一批大陆连岛工程、

岛际连通工程，打造 8条国家级标准的滨海环岛特色风景道，打造岛际 30分钟空中交通圈，建设提升海岛

码头设施，建设环岛慢行绿道 400公里；实施“零碳岛”建设和清洁能源发展工程，重点实施一批海上风

电项目、海岛屋顶光伏、陆岛输变电、海岛综合供能站等清洁能源项目，建设一批国际“零碳岛”建设试

验区；实施海岛水资源保障工程，重点推进舟山、玉环等地海岛大陆引水工程，在嵊泗、岱山等地建设一

批海水淡化项目；实施数字海岛工程，重点建设海岛通信基础设施网络、资源环境动态监测管理平台、智

慧港口服务设施，加快推进海岛 5G试点。

《浙江经济》：省里下一步在推进海岛大花园建设方面有什么具体考虑和打算？

徐幸：一是坚持规划引领，积极探索海岛大花园建设路径。发挥规划的统领作用，分解落实浙江省海

岛大花园建设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编制好十大海岛公园建设行动计划。二是坚持保护优先，全面推广绿

色循环低碳发展模式。重点实施“蓝色海湾”工程、海洋生态牧场建设工程、海岛绿色循环产业发展工程

“、零碳岛”建设和清洁能源发展工程。三是坚持特色引领，重点打造展现浙江海岛风情的十大精品“海

岛公园”。实施十大海岛公园全域旅游发展工程，重点培育开发“海上诗路”“山海名刹”“海蚀胜

境”“东海巡礼”“蓝海天堂”五条精品线，实施美丽渔港建设工程、海岛美丽乡村建设工程。四是坚持

陆岛联动，加快实现海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实施海上美丽交通走廊工程、数字海岛工程、海岛水资源保

障工程。五是坚持改革创新，建立符合海岛实际的发展与保护机制。以建立海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为

突破口，建立海岛绿色政绩考核机制，积极探索海岛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价值转换模式、资源要素

配置机制，不断创新海岛绿色金融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