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苏北滩涂资源开发与

小城镇建设的思考

朱 枝 富

在江苏北部
,

有 1 千多公里的海岸线
,

80 0多万亩滩涂
,

人们认为是有巨大潜力的
“
苏北

宝藏
” 、 “

黄金海岸
” 。

加快开发利用苏北沿海滩涂
,

将对振兴苏北经济乃至全省的经济起

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

然而
,

如何向这大片滩涂取宝
、

要
“
黄金

” ? 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探讨

的问题
。

通过近几年的滩涂开发实践
,

人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

开发滩涂资源
,

必须以小城

镇为依托
, 加强沿海滩涂小城镇建设

,

是加快滩涂资源开发不可忽略的一项重要措施
。

木文

试 以占江苏省滩涂资源 80 %的盐城市的滩涂开发为例
,

谈一点粗浅看法
。

滩涂开发者在呼唤着小城镇

盐城市紧贴在黄河边上
,

全市所辖 7县有 5 县地处沿海
,

海岸线为 5 80 多公里
,

有滩涂

面积 53 5万亩 (包括幅射沙洲 1 90 万亩 )
。

在这一片滩涂上
,
已有 9 千多人前去开发

,

其中有

三种情况
,

一种是定居型
,

已把全家户口迁到滩涂上去
,

在滩涂扎根 , 一种是
“ 两栖

” 型
,

独 自一人前去开发
,

把家庭 留在后方乡镇
,

忙时去滩涂
,

闲时到后方
;
再一种是观望型

,

是

走是留
,

举棋不定
。

经过到滩涂一二年的开发实践
,

真正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在滩涂扎根的为

数不多
,

有相当一部分包括一些户口 已迁去滩涂的农民
,

仍想回到后方乡镇
,

有 的 甚 至 不

辞而别
。

还有一部分处于观望徘徊状态
。

一些已在滩涂上落户的同志想回后方
,

原 因何在?

症结何在? 请听听在滩涂开发的干部
、

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吧
:

在 10 几万亩的滩涂开发区上没有教学服务点
,

有的夫妻双双在滩涂开发
,

小孩子 10 多岁

了
,

到该上学的年龄了
,

送到哪儿去上学呢 ? 送到后方去吧
,

小孩无人照顾
,

放心不下 ; 送

到靠近的乡镇学校去吧
,

至少也有几十里路
,

人家未必就
“
赏光

” 。

孩子的父母们心急如焚
,

痛心疾首地说
: “ 我们这一辈子蹲在滩涂也就算了

,

可我们的子女又要成为新一代的文盲
,

真痛心啊 ! 真是养鱼养虾
,

误 了娃娃! ”

在 10 儿万亩的滩涂开发区上没有医疗服务点
,

得了病无法医治
,

就是得了简 单 的 盲 肠

炎
,

也是死多活少
,

即使送到附近医院
,

少说也有四五十里
,

又没有交通工具
,

恐 怕 人 未

到
,

气 已断
。

他们反映
,

谁吃了五谷不生灾 ? 谁没有个伤风感冒 ? 谁愿意把生命拴在毫无保

障的荒滩上 ? 这样在滩涂上有命难保
,

即使发了财又有什么意义呢 ?

在一望无际的滩涂上
,

去看上一 两次
,

觉得趣味无穷
,

乐而忘返 ;
而整天生活在空空荡

荡的滩涂上
,

听不到广播
,

看不到电影
,

孤单单
,

闷沉沉
,

又将是什么滋味呢 ? 他们说
,

滩

涂是要与世隔绝了
,

我们国家
、

社会上以至本地 区发生的一些新闻
,
他们无暇了解

,

也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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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

概括起来
,

在滩涂开发上主要有五难
:

儿童入学难
,

生病就医难
,

交通运输难
,

买粮买

菜难
,

看电影看戏难
。

说到底
,

滩涂开发没有依托
,

没有具备各种服务功能的小城镇
。

在盐

城市 36 0万亩沿海滩涂上
,

建制镇只有 2 个
,

乡所在地小集镇 5 个
,

还有几个算不上集 镇 的

服务点
。

这种状况严重地制约着滩涂资源的开发利用
。

可见
,

加快建设好滩涂小城镇
,

成了

加快滩涂开发利用的当务之急
。

加快建设好滩涂小城镇
,

不仅可以使现有开发者能够扎根
,

而且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前去

开发
。

从滩涂开发的实践来看
,

凡是有小城镇作为支撑点的
,

靠近小城镇的滩涂 吸 引 力 就

大
,

开发的速度就快
。

被评为
“
全国新长征突击手

”
的东台县许河乡农民杨吟山

,

承包滩涂

1 2 5 0亩
,

其地点选择在掠港镇侧的六里村的滩地上
,

他考虑到这里
“
背靠集镇

,

面对滩涂
,

有利生产
,

方便生活
” 。

建设好服务功能 比较齐全的滩涂小城镇
,

可以使开发者 以 滩 涂 为

家
,

还可以使具有各种专长的知识分子
、

科技人员及广大群众咸来 集结
,

献 身滩涂
,

所谓
“
栽下梧桐树

,

引来凤凰鸟
” 。

加快建设好滩涂小城镇
,

可以促进滩涂资源的深度开发
、

充分利用
。

沿海滩涂资源十分

丰富
,

如果 下能很好地开发利用
,

不能为人类造福
,

只能是优势不优
, “ 望梅止渴

” 。

长期

以来
,

滩涂开发利用的速度不快
,

效益不高
,

甚至有的地方还在做亏本生意
,

而 建 设 好 滩

涂小城镇
,

为滩涂的各种资源提供加工
、

运销
、

储藏等便利条件
,

既可以促进滩 涂 资 源 开

发
,

又可以使滩涂资源变低层次初级利用为多层次利用增殖
,

创造出更多更丰富 的 物 质 财

昌
。

加快建设好滩涂小城镇
,

还可以为各种能人提供用武之地
,

容纳内地更多的农村剩余劳

动力
。

目前
,

盐城市有 两大突出矛盾
:

一方面内陆的土地十分紧张
,
不少地方人均只有儿分

地
,

另一方面沿海有大量的土地在抛荒
,

有地没人种
; 一方面内地有近 80 万剩余劳动力

,

另

一方面沿海滩涂开发又严重缺乏劳动力
。

如何通过有效途径将内地剩余劳动力 转移 到 滩涂

开发上来
,

实为急待解决的问题
。

加快滩涂小城镇建设
,

则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
。

且

不说滩涂小城镇建设后
,

为滩涂开发者创造了良好的生产
、

生活条件
,

吸引大批 人 前 来 开

发
,

就说滩涂小城镇建设本身
,

如果每 60 平方公里建一个小城镇
,

每镇容纳 3至 5千人
,

在盐

城市滩涂上就可以建成 40 个小城镇
,

能够容纳 12 至 20 万内地剩余劳动力
。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
,

滩涂小城镇形成了网络状态
,

加强了滩涂与内地乃至外地的交流
,

形成了滩涂 全二奚内 地 各

市
、

县
、

乡镇竺落外地大中城市的人流
、

物流
、

信息流的回环往复
,

增强了滩涂开发的生机

与活力
,

这对滩涂开发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

发挥滩涂资源优势 多方式地建设小城镇

在广裹的沿海滩涂上
,

有各种各样的丰富资源
。

如何根据滩涂资源优势
,

建设各种类型

的小城镇
,

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
。

充分发挥滩涂的产 品优势
,

大力发展工业
,

实行以工兴镇
。

近年来
,

盐城市 在 沿海 滩

涂上大力发展种植业
、

养殖业
、

采捕业
, 1 9 8 6年创造产值 1

.

65 亿元
。

主要产品 有 芦 苇
,

年 产 2 00 万 担以上
;
对虾

, 2 千吨 以上 ;
经济贝 类

,

万吨以上 ; 海水挑捞
, 7 千 万 斤 以

上
,

还有种植的粮食
、

棉花 以及养殖的淡水鱼等
,

这些都是发展食品
、

罐头
、

纺 织
、

造 纸

等加工业的极好原料
。

在滩涂上发展各类加工业
,

既使产品增殖提高效益
,

又可以逐渐建立

.
6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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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型涂滩小城镇
,

带动滩涂资源的开发利用
。

在前几年
,

滩涂升发只注重生产
,

忽略了加

工
、

贮藏
,

不仅产品效益低
,

而且由于气候变化或运输跟不上
,

每年烂掉的鱼
、

虾有儿十万

斤
。

东台县琼港镇根据海水产品资源丰富的特点
,

围绕鱼虾
、

畜禽生产搞 了一系列的加工服务

业
,

新建食品罐头
、

鱼粉
、

饲料等 10 多个厂
,

有大小冷库 8 座
, 1 9 8 6年工业产值 15 0 0多万元

,

工业的发展促进了集镇建设
,

新拓 了 3 公里的沥清道路
,

修建 了有 1 0 0 0多座位的影剧场
,

中

小学校的设施也有所改善
,

背 日一贫如洗的沿海鱼港
,

如今 已建成比较繁华的新兴集镇
。

充分发挥沿海港 口优势
,

加快港 口建设
,

实行以港兴镇
。

在盐城市的滩涂海岸线上
,

大

卜港 日很多
,

较大的港 口有陈家港
、

射阳港
、

黄沙港
、

新洋港
、

斗龙港等
,

其中射阳港
、

陈

家港 己同全国沿海许多港 口通航
, 3 千吨的船舶可以直接停靠

,

这两个港 口位于连云港和南

通港两个出口港之间
,

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

距上海和苏
、

锡
、

常等大中城市也较近
,

入港货

物可以通过陆路
、

水路运往全国各地
。

应当利用这些港 口的有利条件
,

加快港 口集镇建设
,

发展为港 口配套的各种加工
、

运输
、

服务业
,

建设新型的港 口型集镇
。

充分发挥内地农副产品与滩涂海水产品对流优势
,

发展集市贸易
,

实行以商兴镇
。

一方

面
,

沿海滩涂鱼
、

虾
、

蛤
、

螺
、

蛙
、

蟹等海水产 品
,

内地广大群众十分喜爱
,

沿海各县乡镇的

不少农民组织运销
,

产品销往市内外各地 , 另一方面
,

洽海滩涂上的副食品生产和供应比较

困难
,

有的开友区连疏菜都无法生长
,

到滩徐开友的农民的生产
、

生活必需品基本上都妥靠

内地供应
。

随着滩涂开友人员的不断增加
,

就需安一都分人从事运销
,

把内地生产的粮食
、

疏莱以及其它生产
、

生活用品运到滩涂上销售
,

再把滩涂上的海水产品运到内地销 售
。

这

样
,

逐渐在滩涂与内地的集合点上形成来市贸易市场商业服务点
。

因此在一些交通比较发达

的滩涂上有计划地设点服务
,

建立各种零售
、

批发市场
,

市场建立后
,

其它各种商业
、

手工

业
、

饮食服务业等就会跟上去
,

这样
,

逐步形成商业型集镇
。

充分发挥滩涂环境优关
,

有珍离异兽的优势
,

发展旅游事业
,

实行以旅游兴镇
。

盐城市

冶海滩涂上有独特的珍禽异兽
,

加上 己建成的大型水利设施
、

港 口
、

码头
、

林场等
,

足可供

旅游的好地方
,

每到冬春
,

珍离丹顶鹤从北方米此越冬
,

可以一饱眼福
;
夏秋

,

由于有成片

的林木花卉
,

鸟语花香
,

鱼翔虾舞
,

充满着诗情画意
,

是理想的避著
、

疗养胜地
。

世界珍离

丹顶鹤每年到射阳县境内的滩涂越冬
, 1 9 8 5年冬天 已米 5 00 多只 (丹顶鹤属国家一类保 护 动

物
,
欣赏价值在国际上仅次于大熊猫 )

。

如果到滩涂上一睹
“
芳姿

” ,

真乃三生有幸
。

在盐

城市大丰县境内
,

建立了粟鹿保护区 (案鹿俗称
“ 四不象

” ,

原为我国特产
,
后被外国浸略

者掠夺 , 在我国绝迹
。

1 9 8 5年从英国运回 39 只
,

从小圈养逐步到野外放养
,

盐城市沿海滩涂的

桑鹿保护区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野外架鹿场 )
。

以这两大
“ 国宝

”
为基础

,

逐步增加旅游设

施
,

配套服务项 目
,

建成海滩疗养区
、

旅游服务点
,

这样可以在旅游线上建立若于个旅游新

型集镇
。

充分发挥滩涂开发区行政建制功能
,

加强配套服务设施
,

实行以政建镇
。

目前
,

盐城滩

涂上除了两个建制镇
,

集镇建设初具规模外
,

已有 5 个开发区或垦殖场建立了乡 一级政权
,

还有 2个开发区的建乡条件基本具备
。

建乡后
, 可以用行政的力量米组织开友

、

建 设 小 城

镇
。

实践也证明
,

一些开发区建乡以后
,

县各有关部门的服务设施就会很快跟上
,

各自设立

服务点
,

逐步形成服务网络
,

这样就能使小城镇尽快形成
,

并逐步增强服务功能
。

因此
,

凡

是县备了建乡条件的
,

郁应当考虑建立乡政权
,

以推进小城镇建设
,

促进滩涂开友
。

这样
,

通过允分友挥滩涂资源的各种优势
,

建成各具特色
、

千姿百态的滩涂小城镇
,
既



使滩涂
_

I: .各种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

又可以避免千镇一面
、

毫无生气的弱点
。

当然
,

我们

所说的以滩涂资源的某一方面优势来建设某个小城镇
,

是就主导方面而言
。

事实上
,

一些小

城镇是综合型集镇
。

因此
,

我们还要注意在建设小城镇上
,

运用各方面的有利条件
,

逐步 由

单一型向综合型
、

由单一功能 向多功能的小城镇发展
。

遵循滩涂小城镇发展规律 多层次地建设小城镇

沿海滩涂小城镇的建设
,

是有规律可循的
。

严格地说
,

盐城市贯通南北的串场河以东的

10 0多个小城镇
,

都是在滩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现在的通榆公路
,

就是在宋朝时
,

由范

仲淹任东台西溪盐官时筑堤捍潮的基础上修筑起来的
。

可见
,

当时海堤 以东都是一片滩涂
。

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
、

借鉴
。

今天
,

我们建设沿海滩涂小城镇
,

需要从中探寻哪些有益的规

律呢 ?

在小城镇的镇址选择上
,

一般 以交通线为依托
。

小城镇是在与外界的联系
、

交 流 中形

成
、

产生的
,

一般都具有交通
、

运输方便和物品交换
、

商 品流通通畅等特点
。

例如
,

现在的

通榆路实际上在历史上就是海堤
,

从东台县的富安镇到响水县的响水镇 220 公里之间
,

有小

城镇 20 多个
,

平均每 10 公里就有一个
,

比内地小城镇密度高出一倍以上
。

现今的沿海海堤
,

则又是将来的公路交通线
。

因此
,

在滩涂小城镇的布点上
,

要选择尽量靠近新老海堤
,

这样

便于交通运输
,

有利于小城镇的尽快形成
。

我们在最近调查中发现
,

有的滩涂开发区在选择

建镇地址上没有考虑这一点
,

而是象古代井田制格局一样
, 一

考虑集镇建在开发区中间
,

四面

不靠
。

由于滩涂地旷人稀
,

所选集镇地址远离海堤线 10 多公里
,

造成诸多不便
。

这种现象值

得注意
。

在小城镇的镇区形成上
,

要循序渐进
,

逐步发展
。

盐城市小城镇一般都是由小到大发展起

来的
,

有的开始是农副产品集散点
,

每逢 5 天或 3天赶一次集
,

如灌溉总渠以北的小城镇大

都是这样
:
有的开始是一小村落

,

是几户人家的栖身之处
。

如射阳县临海镇俗称 ctj 又大家
” ,

开始是 8户人家前来开荒的歇脚点
,

在整个盐城市集镇分布上
,

由于南边经济开发较早
,

集

镇形成也比较早
,

北部经济发展缓慢一点
,

集镇发展也相应慢一点
。

现在仍然呈梯度发展状

态
。

在北部小城镇
,

仍有赶集习惯
,

一到约定的赶集期
,

便人山人海
,

摩肩接踵
,

非赶集期

则稀稀落落
,

冷冷清清
。

而南边的小城镇几乎见不到这一赶集现象
,

形成了正常 的 商 品 交

换
。

沿海滩涂小城镇
,

也可沿着这样的轨迹发展
,

先是定期进行物品交换
,

再逐步形成正常

的商业服务业
,

然后再建成规模较大的城镇
。

根据集镇建设循序渐进的规律
,

一开始不能把

集镇的摊子铺得很大
,

以避免浪费耕地
、

松散疏落的问题
,

但要搞好规划
,

搞好功能分区
,

然后逐步向四边扩散
。

在小城镇建设速度上
,

要与生产力发展速度相适应
,

既积极发展
,

又不能操之过急
。

我

们提倡加快发展滩涂小城镇
,

并不是要超越客观现实
,

一 口吃个胖子
。

小城镇发展速度的快

慢
,

完全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
。

纵观盐城市小城镇发展史就可以看出
,

解放前由于生产力

极端低下
,

小城镇发展缓慢
,

市面破烂不堪
;
解放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 30 年间

,

生

产力有了一定发展
,

但由于十年内乱影响
,

又处于停滞状态
,

而小城镇的发展也 与 之 相 适

应
,

发展仍然不快
;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

,

由于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
,

生产力得到迅速

发展
,

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1倍以上
,

小城镇建设 也有了突破性进展
,

到处出现了喜人景象
,

特别是支持和鼓励农民进镇经商办服务业
,

每个小城镇几乎都建立了农民一条街
,

小城镇充



满了活力和生机
。

因此
,

滩涂小城镇建设的速度如何
,

应当与滩涂开发的速度相一致
。

在小城镇群体布局上
,

注意发展 中心集镇
,

形成星罗棋布
、

疏密相间的滩涂 小 城 镇 网

络
。

滩涂小城镇的发展
,

不可能都齐步走
,

必然有一部分发展快些
,

有一部分发展慢些
。

我

们要注意适 当加快发展 中心集镇
,

从而形成星座型集镇群体
。

在盐城市 1 93 个乡镇以上 的 小

城镇中
,

有中心城市 1 个
,

县城镇 7 个
,

建制镇 25 个
,

乡镇 16 0个
,

其中达到建制镇标 准 的

约有 30 个
。

25 个建制镇和 30 个具备了建制镇标准的小城镇
,

可以说是区域性中心集镇
,

其幅

射功能和服务范围超过了一个行政乡镇的范围
。

这种小城镇群体布局
,

可 以说是小城镇发展的

一种规律
。

滩涂小城镇逐步建设发展后
,

还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县城
,

建设 10 多个 中心集镇以及

几十个乡镇
。

这样
,

形成县城— 中心集镇 (建制镇 )

—
乡镇— 集市的小城镇群体网络

。

实行放开搞活方针 多股劲地建设小城镇

滩涂小城镇的建设
,

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

需要敞开门户
,

动员和协调各方

面力量
,

从而加快建设步伐
。

第一
,

处理好滩涂开发与小城镇建设的关系
,

坚持两者并重
,

同步发展
。

滩 涂 开 发 与

小城镇建设
,

如车之两轮
,

鸟之双翼
,

不可偏废
。

如果只重视滩涂开发而忽略小城镇建设
,

结果使前来开发者没有依托
,

生产
、

生活条件不具备
,

必然留不住人
,

影响滩涂开发
,
如果

单纯重视小城镇建设
,

忽视滩涂开发
,

则小城镇建设缺乏雄厚的物质经济基础
,

必然欲速则

不达
。

而当前的主要问题是
,

不少地方单纯注重滩涂开发
,

忽视 了小城镇建设
,

前去滩涂开

发的
“ 几难

” 问题得不到解决
,

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
,

也使想去开发者望而止步
,

从而影响

了滩涂开发利用的速度
。

这一问题值得引起重视
。

我们必须把滩涂小城镇建设和滩涂开发
、

利用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

同步前进
,

使两者相辅相成
,

相得益彰
。

第二
,

处理好利用内力与外力的关系
,

充分利用内外合力加快滩涂小城镇发展
。

由于苏

北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的封闭状态
,

封闭
、

保守
、

狭隘的思想比较浓厚
,

有的人心胸狭窄
,

目

光短浅
,

盲 目排外
。

在滩涂小城镇的建设上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

满足于小敲小打
,

习惯

于和历史上纵比
,

总感到自己在进步
,

不屑于外力的支持
:

搞横联
,

怕肥水流进别人 田
;
引

人才
,

怕招来女婿气走儿子
;
借外贷

,

又缺乏偿还能力
。

这样
,

滩涂小城镇建设 必 然 速 度

慢
,

效益低
。

加快滩涂小城镇建设
,

要充分利用滩涂资源优势
,

借助外力加快开发
,

从而形

成商品经济优势
,

壮大滩涂开发实力
,

形成合力
,

推进小城镇发展
。

在利用外力上
,

要欢迎

市内外
、

省内外以及国内外有一定技术专长
、

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社会团体
、

企事业单位或个

人前来进行多种形式的开发
、

建设滩涂小城镇
,

在政策上应给予一些优惠
,

让他们有利可图
。

第三
,

处理好生财与招才的关系
,

动员各种能人到滩涂小城镇上务工经商办服务业
。

在

这方面
,

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建设的经验值得借鉴
。

这个镇在两年前还是一个
“
村 里 役 有

电
,

广播听不见
” 的穷渔村

,

而如今镇内各种基础设施 已见雏形
:

桥梁 n 座
,

道路总长 23 公

里
,

码头 6 座
,

并建成 40 多万平方米的房屋
,

还有 40 万平方米房屋正在建设
,

幢幢新楼拔地

而起
。

这个镇建设总投资 1
。

6亿元
,

其中 90 % 以上是农民个人投资
,

被称为
“
现代农民城

” 。

这个镇在 1 9 8 4年 7 月 《温州 日报》 公布 了龙港开放的 8 项优惠政策之后
,

很快就吸引了 3 省

8 县的几千名专业户
、

科技人员和小型企业
、

联合体来镇建设
。

这个镇吸引力大的主要优势

就是有得天独厚的港 口
,

能够通往四面八方 ; 镇周围资源物产丰富
。

盐城市一些滩涂小城镇

也具有很好的条件
,

亦可采用这种方法
,

吸引各种能人来镇务工
、

经商
、

办服务业
,

加快集

, 6 8 分



镇建设
。

滩涂小城镇建设 一 方面要生财
,

但更重要的是要招才
,

只有招才
,

才能进宝
。

要鼓

励各种能 人到滩涂小城镇上来
。

要做到这一点
,

当务之急是要进行广泛的宣传
,

要使广大群

众认识到
“
黄金海岸

”
有

“
黄金

” ,

认识到滩涂小城镇建设的广阔前景
,

采取各种优惠措施

吸引人才进镇
,

并做好服务工作
,

对进镇经营农民给予各方面关心照顾和优惠
,

使他们乐于

在滩涂小城镇安家立业
,

兴办事业
。

第四
,

处理好国家投资与地方
、

单位
、

个人集资的关系
,

实行多渠道筹集滩涂小城镇建设

资金
。

滩涂小城镇建设资金匾乏
,

这是个严重间题
。

要打破单纯依赖国家的思想
,

把立足点

放在主要依赖自己的力量建设上
,

要通过各种渠道筹集建设资金
。

可从 5 个方面来考虑
:

一

是省
、

市
、

县各有关部门在滩涂资源开发经费中
,

划拨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滩 涂 小 城 镇建

设
,

可以有重点地进行
,

分期分批逐步解决
, 二是凡有滩涂资源的县

,

城镇建设部门要优先

发展滩涂小城镇
,

在城镇建设资金上要优先考虑 ; 三是在收取的滩涂资源开发的资源费中划

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小城镇建设
; 四是向社会集资

; 五是依靠集镇本身力量建设集镇
,

对

在滩诊小城镇上兴办的各种工业
、

服务业所收取的管理费
、

集镇维护费
,

要用于 小 城 镇 建

设
。

这样
,

就可以通过各种方法
、

各种途径把沿海滩涂小城镇建设起来
。

可 以预料
,

在不久

的将来
,

滩涂小城镇犹如一朵朵绚丽多彩的花朵展现在人们面前
。

崛起吧
,

沿海滩涂小城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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