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擦亮金名片 引领新时代
沿着总书记的 1足迹足迹

在浙江东海之滨，一个仅 3 平方公

里的小岛上，留下了渔农村变更的烙

印，镌刻下一张张“国字号”金名片：全

国环境优美乡镇、全国绿化先进单位、

全国创建文明先进单位、全国妇联五好

集体......它，就是蚂蚁岛！因鸟瞰岛型，

酷似“小蚂蚁”而得名。

蚂蚁岛一次次受到党和国家高规

格的奖赏和鼓励，不是历史的偶然，而

是蚂蚁岛人艰苦创业的精神使然。

6月13日，对蚂蚁岛人来说，是一个

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日历回翻到

2005年的这一天，蚂蚁岛人至今依旧记

得，那天上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

近平，乘船登上舟山市普陀区下辖的蚂

蚁岛，进渔村、访渔民。当时，他对当地

的干部和渔民说，蚂蚁岛曾有光荣的艰

苦创业史，现在又与时俱进，渔区呈现

新气象。老一辈创造的“艰苦创业、敢

啃骨头、勇争一流”的蚂蚁岛精神，不但

没有过时，还要继续发扬光大。

十多年来，蚂蚁岛人不负嘱托，让

蚂蚁岛精神更加熠熠生辉。通过实施

“精神立岛、渔业稳岛、工业强岛、生态

建岛、旅游兴岛”的发展战略，蚂蚁岛人

捧回一张张“国字号”金名片，在推进共

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之路上继续奔跑，

岛内的造船工业、渔农业与加工业、旅

游服务业蓬勃发展。去年，蚂蚁岛实现

造船工业产值 7.8 亿元、虾皮加工业产

值4亿元、渔农业产值8500万元、旅游收

入1200万元，人均收入6.8万元。如今，

这个只有3683人口的小渔岛，其岛内的

美丽变化随处可见，但蚂蚁岛人的弄潮

儿本色却始终未变。

让我们不妨循着历史的痕迹，对蚂

蚁岛变革历程略作梳理——

1950年5月18日，蚂蚁岛解放。解

放初期，岛上全是破船烂网，稚子们都

唱着“蚂蚁本是癞头山，渔行廿一爿，渔

民生活难”的歌谣。但困难并没有压倒

蚂蚁岛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靠着勤

劳的双手，开启了兴岛富民的艰难探索

之路。经过土改渔改，广大贫下渔农民

从旧有的生产关系和剥削制度下解放

出来，获得了生产资料，极大地激发了

生产积极性。

1956 年2月，蚂蚁岛乡被选为高级

社试点，同年3月，蚂蚁岛乡高级渔业生

产合作社成立。至此，蚂蚁岛实现了渔

业生产合作化。合作化生产采用“集体

所有，统一经营，渔船承包，提留公共积

累，实行按劳分配”的经营模式，解决了

渔民缺乏渔船、渔具和资金的困难，极

大地调动了渔民的生产积极性，渔业生

产获得了快速发展。蚂蚁岛第二次实

行渔业、农业、供销、信用、手工业等5个

合作社的合并。五社合一，全岛一体的

“蚂蚁岛乡渔业生产合作社”已初具人

民公社雏形。

1958年10月1日，全国第一个人民

公社——蚂蚁岛人民公社正式宣告成

立。公社化时期，蚂蚁岛实行“集体所

有、以社核算、统一分配、集中管理”的

经营模式。

1983 年3月，蚂蚁岛公社以自然村

为单位，分设长沙塘、后岙、穿山岙、兰

田岙和大兴岙5个生产大队，公社恢复

乡建制。蚂蚁岛人发扬“艰苦创业、敢

啃骨头、勇争一流”的精神，聚全体社员

之力，大力发展远洋渔业，建设基础设

施，兴办工厂，渔、农、林、牧、副实现了

全面发展，公共积累不断增强，生活水

平得到了极大提高。 （下转第3版）

2022年6月 25
星期六

壬寅年五月廿七

六月初九小暑

第3865期/今日8版

读者服务热线：0571-86757198
http://www.ncxxb.com.cn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31

农村信息报社出版

日

产 业 兴 旺 生 态 宜 居 乡 风 文 明 治 理 有 效 生 活 富 裕

》》》》》6版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调研指导过许多乡村、海岛，提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指明了乡村发展方向，使

浙江乡村振兴走在了全国前列。近期，本报记者实地重访习总书记指导调研过的一些乡村，推出一组“沿着总书记

的足迹——擦亮金名片，引领新时代”的系列报道，真实反映浙江乡村践行嘱托，砥砺前行，加快推进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的探索与实践经验。

□本报记者 杨辉 金国栋 见习记者 沈璐兰/文 本报记者 叶敏/摄

前不久，刚结束的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

行。而蚂蚁岛经过70多年的创新探索，先行实践，从过去一穷二白的小渔村升级成为现在拥有发达生态经济、良性循环生态环

境的黄金海岛，为海岛渔农村乃至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了“浙江样本”，极具现实价值与样本意义。

——题记

勇于变革：催生出“蚂蚁岛精神”

敢啃“硬骨头” 变革换新颜
——舟山蚂蚁岛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纪实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6 月 23 日

下午，省农业农村厅召开

党组扩大会议，第一时间

传达学习省第十五次党

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

意见。厅党组书记、厅长

王通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刚刚结束

的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是

我省迈入高水平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新征程召开的第一

次党代会，标注了浙江新

的历史方位和奋斗坐标，

开启了“两个先行”伟大

征程。全省农业农村系

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对标“两个先行”，做到

“两个同步”，在学习宣传

贯彻党代会精神中体现

“三农”自觉。要把学习

宣传贯彻省党代会精神

作为当前首要的政治任

务，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

论述、《习近平浙江足迹》

等一体谋划、一并学习、

贯通融合，精心组织、周

密部署，广泛开展多形

式、多层次的学习宣贯活

动，迅速掀起学习热潮，

第一时间推动党代会精

神下基层、进农村、入田

头，传达到全厅每一个支

部、每一名党员，全面推

动党代会精神在“三农”

领域开花结果。

会议强调，要切实对

标对表，在奋力推进“两

个先行”中体现“三农”方

位。要自觉锚定“两个先

行”的新目标，对标省党

代会赋予农业农村的新

使命新任务，进一步拉高

标杆、放大格局，优化完

善全省“三农”工作，坚决

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

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

动、‘三农’勇争先”，确保党代会精神在“三农”领域学得

深、接得住、落得实，确保我省农业农村同步实现现代化

先行、农民农村同步实现共同富裕先行。

会议要求，要坚持实干争先，在统筹推进重要工作中

体现“三农”力度。要强化抓粮食生产的责任感、使命感，

抓细抓实“三夏”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

好；要千方百计抓好稳进提质助农攻坚行动，加快农业农

村有效投资落地落实，确保惠农政策、资金等直达快享；

要全力以赴筹备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和全国数

字乡村现场推进会，加强对接联络，细化筹备方案，确保

会议圆满成功。要全力做好防汛工作，进一步完善预案、

开展实战演练、落实应急措施，组织专家实地指导各地做

好防灾减灾工作，将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损失减

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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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街道举行多场“共富学堂”技能培训班，村民就近免费学习网络直播、畲族刺绣等实用技

能，拓宽增收渠道。 李肃人 摄

““共富学堂共富学堂””学技艺学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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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末，我省农业龙头企业要达8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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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省十大优秀西甜瓜品种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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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浙”里杨梅“炫”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