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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海岛”的美丽蝶变
泉州海岛村惠屿从“吃海”到“养海”“护海”，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发展，

已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十多项荣誉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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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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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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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肖锦斌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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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福州连江的陈功海
多年从事海水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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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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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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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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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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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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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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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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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长大后跟
着出海就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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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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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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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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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那一年村里决定：“必须
做好海的文章，发展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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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旅融合 走向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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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七彩浮桥，就抵达海上观光休闲渔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