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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泗岛洋山镇全域旅游发展研究 

方莹
1
 

（浙江海洋大学，舟山 浙江 361000） 

【摘 要】：舟山全域旅游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有着良好的开发前景,不论是数以千计的保存完好的岛屿礁石,

还是蓬勃发展的现代港口文化,都成为舟山旅游发展的重要组成。而大小洋山为古渔汛发祥地之一,有着浓厚的海洋

文化特色,随着洋山深水港的开工和东海大桥的建设,不断开发的港口文化和日益发达的交通设备都为大小洋山全

域旅游开发做好了准备。发展洋山全域旅游,需把握大小洋山海洋渔业特色,与正在不断积淀的港口文化相结合,合

理利用好大小洋山独有的渔村风光和海洋文化,将目标定位到全国乃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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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5年,习近平在视察舟山群岛新区城市展示馆时曾说:“舟山港口优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独特,其开发开放不仅具有区

域性的战略意义,而且具有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 

舟山的军事、经济重要性历来就被人们所熟知,它是古往今来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早于唐代便成为中国与他国贸易往来的

四大港口之一明州港的出海口,它是长三角的重要港口,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组成部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地,是一个生机

勃勃的地区。几年前的舟山,面对着传统渔业的衰落,产业经济的无力支撑和现代港口经济的快速逼近,无从下手;如今的舟山,开

始了海港建设,落户了波音项目,发展了群岛新区,正在积极融入现代经济中,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海上门户。 

大小洋山地处嵊泗县菜园镇西南方向,两座岛屿之间仅隔 4km,隔海相望,是中国最古老的渔汛发祥地之一,宋时起便因大黄

鱼潮汛引得大规模的渔船采捕,捕捞行业盛极一时。然在时间的推移下,洋山渔汛终究沉寂,洋山渔场往马迹山、大鱼山、寨子山

方向推移。现今,岛上虽渔业衰落,但仍保留了不少渔文化传统。2005 年 12 月,由大小洋山等数十个岛屿构成的洋山深水港一期

工程开港,洋山深水港成为中国最大的集装箱深水港,目前洋山深水港四期工程正在动工建设中。现代海港产业与传统渔业在大

小洋山相互碰撞摩擦,带来了洋山岛发展的新契机。 

小洋山深水港刚开工建设时,就已经定下了其未来的宏伟蓝图。国际港口协会会长皮特斯多次参观了洋山深水港,沉醉于洋

山港口的壮观,在远离大陆的孤岛上建立起这样大规模的集装箱港口,在世界上也是罕见。 

自 1996 年 5 月洋山深水港选址讨论开始,到 2002 年开工建设,十五年来小洋山的样貌大变。宽阔的柏油马路替代了原来坑

坑洼洼的石子路,马路上方架起了高架,随处可见的卡车和集装箱,六七个大型海港口进进出出忙碌不停。大小洋山优越的航道条

件,合适的水深环境,良好的水域地质条件,使其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工程,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智能集装箱码头。 

                                                        
1作者简介：方莹(1996-),女,浙江宁波人,本科生。 



 

 2 

2014 年 12 月,洋山深水港区的四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这是国内首个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工程总投资约有 139 亿元。“届

时上海港的年吞吐量将突破 4000万标准箱,这个数字是全美国所有港口加起来的吞吐总量,也是目前全球港口年吞吐量的十分之

一”。 

洋山深水港和东海大桥的建设,进一步促进了上海建成国际航运中心,增加国际竞争力,使得上海成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集

装箱枢纽港口,也给曾经因为鱼汛沉寂而生存艰难的洋山镇带来了新的生机。 

与小洋山不同,大洋山很好的保留了渔民的生活痕迹,到现在依旧有不少从事渔业的村民。大洋山的开发程度较小,镇子上多

是老房子,少有现代化建筑。圣姑礁在大洋山岛北侧海中,与本岛相隔约 250m,面积仅 7000m2,犹如茫茫大海上的一粒沙尘。岛上

的圣姑庙中供奉的圣姑娘娘是出海捕鱼的渔民们的庇护之神。庙宇占了岛屿大半的面积,庙后有摩崖石刻 3 方,刻着大字“群贤

毕至”“海宇澄清”等,如今依然清晰可见,据资料记载,是清光绪年间巡海官员题刻。圣姑庙的传说如同大多数海神传说一般,

寄托了靠海为生的渔民们向上天祈祷平安健康的意愿。因圣姑庙的墙面离海平面才 1m 多高,每当大潮汛来临时海水甚至能漫过

墙面,海拔高度几乎为零,所以圣姑庙也算是世界海拔最低的寺庙。 

2 大小洋山全域旅游优势 

大小洋山以岛建乡,临近渔场,水产资源丰富,每年开船皆有数艘白帆起航,场面恢宏庞大。旅游业的发展前景已经不需要评

估,洋山发展全域旅游优势明显,其本身具有的特色海岛文化,与现代港口建设相互融合,借力于政策扶持,推动洋山镇文化和经

济发展。 

舟山的海岛旅游向来具有其鲜明的地方特色。舟山市以文化为主体,依托岛屿打造的“一岛一主题”的新型海岛文化旅游开

发模式,已经逐渐凸显出其生命力。例如著名的海天佛国普陀山,借助普陀佛教文化打响了品牌,成为国家首批 5A级景区,已是舟

山旅游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小洋山作为中国古老的渔汛发祥地之一,其渔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小洋山因建设深水港,岛上居

民全部撤出,保留下来的传统渔业生产技艺和渔村习俗较少。但大洋山因未过度开发破坏,保留了大量渔村习俗和文化,岛上居民

虽然不再仅仅是靠海为生,但仍有不少居民会织鱼网修渔船,出海捕捞,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最浓厚的渔文化气息,是体验渔家乐的

最好地方。 

舟山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设极大的缩短了舟山与宁波、杭州之间的距离,近年来舟山一直注

重发展旅游产业,对旅游业的扶持力度非常大。大小洋山处于舟山嵊泗群岛,又是洋山深水港的建设开发地,未来发展不可限量。 

3 大小洋山全域旅游展望 

舟山作为一个千岛之城,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东方大港”中扮演的是桥头堡的角色,是“东方大港”构想的一著要棋。

孙中山写道:“在杭州湾中,此港正门为最深之部分,由此正门出至公海,平均低潮水深三十六尺至四十二尺,故最大之航洋船,可

以随时进出口。故以此计划港作为中国中部一等海港,远胜上海也。中国东方大港务须经始于未开辟之地,以保其每有需用,随时

可以推广也。” 

小洋山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贯之以现代科技,将一个渔业小岛发展成为深水大港。而大洋山则借助小洋山的深水港优势,建

设发展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贯之以渔村特色,建设成特色旅游海岛,同时又为洋山深水港提供设施服务,两者相辅相成。 

3.1小洋山发展港旅结合的特色旅游模式 

洋山深水港的建设是众望所归,面对目前吞吐量即将接近饱和的小洋山港口建设,将大洋山归入到深水港建设工程中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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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洋山深水港这一伟大工程在全国甚至是世界都是屈指可数,海港已然成为大小洋山的新特色。利用洋山现有的自然资源,

将海港与旅游相结合,以洋山港口特有的海岛风光,船舶景观,港口工业设施吸引旅游资源,发展海港特色旅游,大有可为。 

洋山港现有的资源是零散的,不成型的,旅游模式单一化,没有利用港口资源,没有形成自己的港口文化。我们可以在小洋山

码头打造洋山港标志性标识,将石刻“注焉不满”移至港口,成为向游客介绍洋山港口文化的一个文化点;开发部分港口的观光

项目,向游客展示忙碌的港口工作;深化旅游文化产品,将港口工艺与文化结合,推出具有洋山特色的文化产品;建设专门的观光

浏览线路,将洋山旅游资源和景点连成一体。提出海港与旅游结合的新模式,是小洋山岛发展全域旅游的新出路。 

3.2大洋山发展渔旅结合的特色旅游模式 

大小洋山是古鱼汛的发祥地之一,渔民们在此生活了百年之久,这里有海拔最低的庙宇圣姑礁,这里有传承至今的古老渔业

技术,正是逐渐衰落而又被人们忽视的渔文化。保护和传承洋山渔文化迫在眉睫,只有让渔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既保护渔文化

根本,又重新焕发渔文化生机,正是洋山全域旅游发展的重中之重。象山县一直致力于推广渔文化品牌,并且成功打出了象山开渔

节等文化产品,成立了渔文化研究基地,在传承渔文化的同时也发展了旅游业。 

大洋山是如今洋山镇渔文化保存最完好的地方,较小的开发程度保护了大洋山岛原始的风光,最适于开发渔业旅游专线。休

闲渔业从美国传入至今,在中国盛行一时,包括了海上垂钓,出海捕捞,渔家乐等娱乐项目,但缺乏渔港渔村文化体验游部分,实属

遗憾。大洋山岛可以建设渔文化展示馆和海港建设展示馆,岛上住民利用自家场地开设渔家乐,带领游客体验捕鱼,品尝海鲜,感

受悠闲的渔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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