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纵观70多年的蚂蚁岛发

展历程，既有不同性质生产

关系间的转换，也有同一生

产关系的自我完善。从解放

初期的土改、渔改运动，到生

产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

动，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联

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经

营和个体经营制的转变，直

至如今新一轮的蚂蚁岛社区

村体制改革，于2017年成立

了蚂蚁岛管委会，这一切经

历的分分合合，都是蚂蚁岛

人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

辛历程中，不断深化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认

识，紧密结合不同阶段蚂蚁

岛生产力发展的需求，稳步推

进蚂蚁岛生产关系变革所取

得的成果。从本质上讲，既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也

是“蚂蚁岛精神”的孕育伴生

过程，更是蚂蚁岛推动共同

富裕先行实践，推进高质量

发展的源动力。遵循着“以

人民为中心”的内在主线，当

地党委和政府因势利导，不

断变革完善蚂蚁岛管理体制

和机制，理顺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使蚂蚁岛人在生产生活中

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如今，

蚂蚁岛人正围绕省党代会提

出的“两个先行”目标，加速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岛。

（上接第1版）

艰苦创业：忆蚂蚁岛人峥嵘岁月无私奉献：“娘子军”尽显英雄本色

蚂蚁岛自2018年打造红色教育基

地以来，越来越多的学校团学活动、公

司团建活动都来到了这里，学党史、听

党课、唱红歌，以餐饮、民宿为代表的服

务业初具雏形，让昔日的渔民吃上了

“旅游饭”。近两年多来，尽管受一些地

方新冠疫情的影响，减少了来渔岛研学

游的客源，但蚂蚁岛去年仍累计接待游

客 5 万人次，实现旅游业收入 1200 万

元，红色旅游已培育成了海岛新的经济

增长点。

正对着“三八海塘”，是一家名为

“蚂蚁排档”的“渔家乐”，店主邹吉叶曾

是建“三八海塘”六姑娘石匠队的一员，

如今成了岛上的“网红阿姨”。

“邹阿姨有个人人艳羡的宝贝！”李

哲盛热情地招呼我们沿着迎宾大道走

向“蚂蚁排档”。

到底是什么宝贝？我们向邹吉叶表

明来意。“你们先坐，我去拿！”她笑着转

身，不一会儿，就拿来了几个相框，“我给

你瞧一瞧！我曾跟习总书记合过影哩！”

原来，2005年习近平同志上岛时，

曾在邹吉叶家中停留，还尝了她做的

菜。“习总书记平易近人，当我提出想合

影时，他欣然答应。还勉励我脚踏实

地，干事创业，后来，我们几个姐妹就合

伙开了这家大排档。”现在，邹吉叶的餐

饮生意越做越红火，游客们都慕名前来

打卡。

记者在采访时，隔壁包厢忽然传来

阵阵笑声，带着好奇，我们叩响了隔壁

包厢的门。原来，这是 1974 届蚂蚁岛

中心小学的同学们在聚会。

“我们在忆苦思甜哩！这里有不少

船老大，见惯了大风大浪，要知道，好日

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靠吃苦拼出来

的！”得知我们是媒体记者，曾担任女民

兵连长的邹苏艳将蚂蚁岛人“啃硬骨

头”的往事娓娓道来。

岛上资源有限，想过上好日子，渔

民们就得靠海吃海，外出打拼。1953

年，乡总支提出要造大捕船，到外海远

洋去捕鱼。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没钱，妇女们

主动站出来，咬牙坚持，三个月搓了12

万斤草绳，换来9600元，买了第一艘大

捕渔船。过去，出海打渔要靠对船作

业，还差一艘怎么办？妇女们就变卖冬

天取暖的铜火囱和陪嫁的金耳环、银项

圈，凑齐9500多元，又添购一艘大捕渔

船。”邹苏艳告诉记者，“只要勤劳肯干，

没有什么事情干不成；只要不怕苦、肯

吃苦，再大的坎也能跨过去。老一辈人

艰苦创业的故事，我不仅要讲，还要传

下去，因为‘蚂蚁岛精神’，早已融入我

们蚂蚁岛人的骨血之中。”

今年 6 月 13 日下午，记

者从沈家门码头乘船出发，

约35分钟便抵达蚂蚁岛，码

头上“艰苦创业、敢啃骨头、

勇争一流”的“蚂蚁岛精神”

格外引人瞩目。海面波光粼

粼，“伊人”初识，更能感觉到

江湖儿女的侠骨柔情。

走进蚂蚁岛创业纪念

室，一幅幅珍贵的图片，仿佛

让时间回归定格到上个世

纪。“瞧，这幅照片是娘子军

在溜泥筑堤坝！”听着蚂蚁岛

红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哲盛的介绍，让我们看

到了沾满海泥的“娘子军”们

奋战拼搏的倩影。1974 年 3

月，一条长1300米、宽12米、

高5米的海塘在蚂蚁岛海岸

建成，增加陆域面积约 0.64

平方公里，其中围海造田500

余亩，扩容渔岛面积近四分

之一。历经16个月完工，这

条“无中生有”的海塘，见证

了“海岛娘子军”的顽强拼搏

精神。

“这就好比打仗一样，前

线、后方都很重要。岛小土

地更少，能种的庄稼地不多，

加之海上风浪大，庄稼经常

被淹掉。男人出海打渔回

来，船也没地方停靠。男人

去‘前线’，阿拉‘女老倌’当

家，妇女们就团结一心，靠双

手建设大后方。”今年75岁的

丁荷叶曾是“三八海塘”建设

突击队队长，她精神矍铄，向

记者激昂地讲述了上世纪70

年代初妇女参与海岛建设的

往事。

炸山头、溜泥、拖石、抬

石、拖沙，筑海塘十分艰苦，

一天两次涨潮，海水涨上来

了人要让出，等到潮水退下

去了才能干活。为了赶潮

时，300多名妇女日日披星戴

月建海塘，手上长满血泡也

不曾放弃。“因为溜泥靠接

力，一个萝卜一个坑，少了谁

都不行。时间紧、任务重，孩

子饿了就让老人送到海塘上

来，待有人腾出手，再帮忙递

孩子。妇女哺乳在海涂上，

顾不上害羞，站在溜泥队伍

中，原地转过身去喂奶，喂完

孩子接着溜泥。”丁荷叶说，

“大家一心只想把蚂蚁岛建

设得更大更好。‘骨头’大就

慢慢啃，只要人心齐、斗志

足，就能把‘骨头’啃下来。”

“这是奉献精神最好的体

现，是大爱。”丁荷叶话音刚

落，一旁普陀区农业农村局干

部殷思丹满脸由衷地赞许

道。的确，蚂蚁岛上一辈人的

奉献，换来了如今看得见、摸

得着、真实可感的幸福生活。

如今，由一幢幢高楼组成的两

个社区和蚂蚁岛创业纪念室

等就建在围垦区里，正因为这

是全岛妇女用勤劳和汗水、智

慧和勇气奋斗出来的。为纪

念蚂蚁岛妇女用血汗铸成的

海塘，2002年，这条由人拉肩

扛、在滩涂里筑就的海塘被命

名为“三八海塘”。

岛上的半座小山被劈开

搬走，围垦填海后，变成了遮

风挡雨的避风港。风雨飘摇

间，它已默默守护蚂蚁岛近

半个世纪，一如当年不善言

辞、无私奉献的“女老倌”

们。如今，“三八海塘”成了

蚂蚁岛精神红色教育基地，

激励着一代代蚂蚁岛人，传

承新的担当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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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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渔岛形似“小蚂蚁”，如今的蚂

蚁岛西部已长出了“翅膀”，擘画了海洋

经济腾飞的壮美画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蚂蚁岛人提

出“靠我们自己勤劳的双手去创造”的

响亮口号发展经济、建设海岛，成了全

国农村艰苦创业的典范，更是中国渔

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如今，这种“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拼劲成为蚂蚁岛

推进海洋工业经济稳步发展的“四梁

八柱”。

走进浙江东海岸船业有限公司，便

看到机器轰鸣、焊花飞溅的繁忙景象。

“这是一艘两万吨化学品船，总长 109

米、型深 15 米，目前船体建造已经完

成，下一步将进行下水调试、适航，预计

7月底交付使用。”浙江东海岸船业有限

公司副总裁蔡辉华告诉记者，东海岸公

司总占地面积约 1200 亩，海岸线 2 公

里，2008年正式投产以来，共交付汽车

滚装船、集装箱船等近百艘，预计今年

产值可达14亿元。

“厂里现有2000余名工人，解决了

蚂蚁岛及周边转业渔民的就业问题。

随着船厂的发展，我们持续招聘了不少

技术人才和工人，让他们在蚂蚁岛安了

家，既增加了人气，又带动和促进了蚂

蚁岛的经济增长。去年，我们公司实现

产值7.8亿元。”蔡辉华说道。

近年来，蚂蚁岛不断推进海洋渔业

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除了占据蚂蚁岛

“半壁江山”的船厂，虾皮加工产业已成

为蚂蚁岛人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之

一。全岛现有 73 艘渔船，蚂蚁岛人通

过不断改进捕捞技术、创新虾皮加工工

艺，提高渔农民收入。

“蚂蚁岛素来有‘虾皮之乡’之称，

我们已经实现了从粗加工向精加工转

型升级。现在，我们正在‘啃新骨头’，

从原料加工向高附加值的中高端商品

转变，研制开发‘即食虾皮’，进军休闲

食品市场，做强‘虾皮之乡’特色品牌。”

普陀区蚂蚁岛管委会副主任张健表示，

目前岛上拥有虾皮加工企业 40 余家、

外包工企业 12 家，虾皮销售份额占全

国市场80%以上，虾皮年加工产值稳定

在4亿元左右。

夜宿蚂蚁岛，漫步迎宾道，迎面海

风习习，耳听浪花朵朵，蚂蚁岛的夜很

静，仿佛又听到了《军港之夜》的歌曲，

这首歌的词作者马金星，当年在蚂蚁岛

上的创作灵感，或许也来自这样的夜

晚。远处的海面上倒映着一轮满月，映

照着蚂蚁岛人艰苦创业的过去，也映照

着创业发展的新时代。“流水不腐，户枢

不蠹”，从“搭把手干活”到“共建、共治、

共享”的共同富裕示范岛建设，擦亮“金

名片”，引领新时代，蚂蚁岛这颗东海明

珠继续闪闪发光，为海岛渔农村乃至中

国农村的发展提供了“浙江样本”！

创新发展：蚂蚁岛精神历久弥新

蚂蚁岛航拍蚂蚁岛航拍

蚂蚁岛一景蚂蚁岛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