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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谈

休渔期也是备渔期
□阿培

本报讯（记者 王梦倩 通讯员
林洁）5月15日上午，区政协开展
“纪念舟山解放70周年”现场学习
会，走进普陀文化大展厅，听革命老
前辈讲述舟山解放的故事、参观书
画作品展览，丰富学习形式。区政
协主席张禾波，副主席丁宏斌、孙德
明、吴壮青，秘书长林伦参加学习
会。

“1950年，我来到舟山时这里
刚解放，因为负伤，我从警卫员转
到卫生部工作，支援舟山建设，参
与抢险救灾、帮助培养地方骨
干。”在普陀文化大展厅，大家现
场听取了革命老前辈孙庆昌作的
舟山解放70周年专题讲座。前辈

不怕牺牲、忠心报国的革命精神
让人动容，大家纷纷表示，没有革
命前辈的浴血奋战和流血牺牲，
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通过现
场学习，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初心
和使命。

随后，大家参观了“幸福普陀新
画卷——纪念舟山解放70周年书
画展”。

据悉，此次书画展由政协普陀
区委员会主办，普陀书画院承办，
展出书法、国画、渔民画等作品50
余幅，旨在以书画献礼，用笔墨抒
情，铭记伟大精神，为新时代幸福
普陀高质量发展汇聚动能，添砖加
瓦。

区政协开展“纪念舟山解放70周年”现场学习会

传承革命精神 不忘初心使命
张禾波参加

本报讯（记者 陈璐瑶 通讯
员 钟梦诗）时值初夏，阳光娇柔而
明媚。走进蚂蚁岛，宽阔平坦的乡
间道路、整洁怡人的乡村小院、满
脸笑意的村民……一幅恬静美好
的乡村画卷就此展开。

“过去，我们蚂蚁岛很穷，住的
都是草房，吃的用的都不好，但是，
困难没有压倒蚂蚁岛人民……”在
创业广场内，正在为游客们讲故事
的这位老人名叫李赛琴，今年已经
76岁了，她是土生土长的蚂蚁岛
人，也是蚂蚁岛建设的亲历者。

“解放初期，我们全岛只有40
条破舢板，生产生活极其艰苦。”李
赛琴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蚂
蚁岛人民依靠智慧与实干积极开
展自救，以艰苦创业的精神，拼出
了一条“生路”。

而在70年后的今天，以创业
历史和蚂蚁岛精神为文化脉络的
红色旅游在蚂蚁岛不断壮大，吸引
着一批又一批的游客前来追寻革
命足迹、体验红色文化，李赛琴看
在眼里，乐在心里。

“来的人越来越多，整个村子
热闹了起来，大家都很开心。”蚂蚁
岛精神红色教育基地启动后，李赛
琴还积极报名加入了讲故事队，继
续为蚂蚁岛建设发挥余热，她说，
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讲述，让更多的
年轻人了解并记住蚂蚁岛的历史，
让岛上的红色基因能够一直传承
下去。

“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蚂
蚁岛人民可以联合起来创造更好
的生活，处于新时代的我们，又如
何能不去奋斗呢？”戎斌是来自岱
山的游客，这次蚂蚁岛之行，让他
深受触动，他说，这些半个多世纪

前的故事，至今听起来，仍鲜活而
感人，历久而弥新。

老一辈蚂蚁岛人的精神也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蚂蚁岛人建设海
岛家园。从2008年东海岸船厂入
驻到2018年蚂蚁岛精神红色教育
基地启动，蚂蚁岛与外界的联系
变得越来越密切，岛上也刮起了
一股创业创新之风，开饭店、开民
宿……岛上村民的腰包渐渐鼓起
来，生活也过得越来越有滋有味。

“尽管我们岛小、地方小，可只
要有机遇，我们就能闯出一条蚂蚁
大道。”李赛琴的女儿郭红艳就在
蚂蚁岛扎了根，她将自家位于蚂蚁

大道沿线的房子改造成了民宿，迎
接各地游客。

去年，蚂蚁岛管委会组织岛内
民宿成立了民宿“互助提升小组”，
郭红艳率先报名加入。“我们对标
海中洲国际大酒店的要求，完善设
施，提升服务水平，希望让旅客们
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

扎根在蚂蚁岛的不只有本地
村民。13年前，安徽小伙李峰来
到蚂蚁岛，被这里优美的海岛环
境和独特的人文历史深深吸引，
便定居了下来，前几年，他在蚂
蚁大道上开了一家蚂蚁岛饭店，
如今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在

这里待得越久，越能感受到蚂蚁
岛村民们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
劲，这也正是我们年轻人需要的
劲头。”

蚂蚁岛，这座蕴含着“红色基
因”的小岛，正以美丽乡村建设撬
动美丽经济，走出了一条海岛小镇
践行“两山”理论，实践乡村振兴战
略的新路径。

“我们将继续结合美丽乡村建
设，注重挖掘蚂蚁岛精神的文化内
涵，讲好蚂蚁岛故事，为蚂蚁岛的
后续发展及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
断的动能。”蚂蚁岛管委会相关负
责人说。

蚂蚁岛挖掘红色基因发展乡村旅游

“红船”驶向幸福岸
纪念舟山解放70周年
——美丽乡村行

郑宝森郑宝森 摄摄

俯瞰蚂蚁岛，道路平坦宽敞，村庄绿树掩映，农房错落有致。（资料图）

本报讯（记者 徐丽佳 通讯
员 李丹妮)日前，区慈善总会第四
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举行，回顾总
结去年工作，研究部署今年工作任
务。

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全区
各级慈善组织将围绕区委区政府
中心工作，继续推进募捐和救助工
作创新力度，坚持“扶贫济困，慈善
利民”宗旨，助力高水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我区今年计划募集慈
善资金783万元，确定安排全年救
助支出603.91万元。各级慈善组
织将继续积极拓展募捐渠道，利用
好“互联网+慈善”募捐平台，发挥

线上募集善款渠道，同时规范常规
项目救助程序，创新慈善救助项目
模式，实现由普惠制救助向精准救
助模式转变，体现慈善救助资金效
果最大化。我区还将加强慈善资
金监督，保持救助资金透明度，并
运用宣传载体，进一步提升全民慈
善意识。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区慈善
总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工作
报告、区慈善总会《2019年度慈善
资金收支情况和2020年度慈善资
金收支计划报告》，并增（补）选区慈
善总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
事、副会长。

区慈善总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梦倩 通讯员
王芳）以礼入茶、茶遇知音。5月21
日，第十二届普陀佛茶文化节暨首
届“国际茶日”浙江?舟山站将在东
港塘头佛茶园开幕，带领佛茶文化
爱好者品佛茶，感悟五福。

据了解，本届佛茶文化节以“福
至普陀?缘起佛茶”为主题，与往年
不同的是，今年活动现场将采取“动
态展示”和“客户体验”两种形式，融
入《佛家“五福”》理念，设置五大互
动体验场景，来宾们可以在现场体
验采茶、制茶、抄写经书等活动，领
悟普陀“正、清、和、雅”的禅茶精神。

“除了在现场加入互动体验环
节，今年的开幕式也将在线上同步
直播。”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线上环节将分为活动现场
云直播及直播带货两部分，通过主
持人直播的方式邀请更多的观众感
受佛茶文化节的氛围，通过直播间
带货，为线上观众推荐普陀佛茶，为

普陀佛茶打开销路，提振佛茶产业
发展。此外，直播间也会销售普陀
山旅游套票（含民宿、景点门票、船
票）、兴业海鲜大礼包、莲花茶、观音
饼、登步黄金瓜等多种具有舟山特
色的产品。

直播带货的正式启动也是与首
届“国际茶日”浙江?舟山站活动IP的
结合。为庆祝首个“国际茶日”，农业
农村部将联合浙江省人民政府和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开展系列
活动，围绕“茶和世界 共品共享”主
题，以线上活动为主，实现“线上逛、
云上购”，佛茶文化节也将推出配套
活动。“除了直播带货，还有共饮一杯
普陀佛茶——茶文化进社区活动、茶
文化知识讲座、茶文化知识有奖竞答
等活动。”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了解，本届佛茶文化节由舟
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和舟山市农业
农村局主办。目前，开幕式各项准
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第十二届普陀佛茶文化节将于21日开幕

（记者 陈璐瑶 通讯员 殷思
丹）近期，我市出台了《舟山市渔农
村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办法》），加快推进
渔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
用权“三权分置”改革及闲置农房
盘活利用。

那么，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
怎么分？家中的闲置农房怎么盘
活？相信不少人心中都还存在疑
问。近日，记者采访了区农业农村
局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科科长张炜，

为大家全面解读《办法》相关内容。
记者：什么是农村宅基地“三

权分置”？
张炜：“三权”主要是指宅基地

的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农户
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
权。实行“三权分置”制度，是在依
法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资
格权的前提下，平等保护土地的使
用经营权，即在土地属性不变、农
民收益得以保证的前提下，赋予了
流转关系以法律保障，它的根本目

的是唤醒“沉睡”的资源，激活农民
财产权，推动农村产业兴旺。

记者：农村宅基地实施“三权
分置”后，将有哪些利好？

张炜：首先，闲置方可以获得
收益。实施“三权分置”后，宅基地
的使用权将适度放活，村民有闲置
宅基地的，可以出租给做休闲农业
项目的个人或者公司来获取收益，
农户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宅基地从
事休闲、旅游等经营活动，这样宅
基地的价值将被大大提升。

其次，利用方也有了法律保
障。在过去，受宅基地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制约，只有闲置方才能申请
不动产权证书，利用方只能和闲置
方私下签订协议，容易引起纠纷，双
方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三权分
置”后，利用方也可申请到闲置宅基
地及房屋使用经营权证书，并且可
以通过这本证书到银行进行抵押贷
款，有效破解了利用方融资难、担保
难的问题，为闲置农房盘活创造了
良好的营商环境。

家中闲置农房如何盘活？
——解读《舟山市渔农村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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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东海渔嫂们
赴码头、上船

头开展安全和法治宣传，为渔民们
送上《渔民需知》、东海区渔船防碰
撞警示图、扫黑除恶宣传册等宣传
资料。大海休养生息、渔民也该休
整一下，但别忘了休渔期也是备渔
期，得抓紧时间为下一个捕捞季作
好安全生产、守法生产、文明生产、
科学生产各项准备。渔嫂们行动起
来了，方方面面也都要齐抓共管。

上月中旬开始，我区开展渔业
安全生产铁拳整治执法行动，取得
了明显成效，也发现了诸多问题。
执法行动不仅不能因为伏季休渔而
按下“暂停键”，还要趁着船拢洋、人
上岸的有利时机，彻查渔船安全隐

患，并为渔民上紧头脑上的守法之
弦。为渔服务的相关部门，都应抓
住这一“窗口期”，对渔民开展面对
面指导、心贴心服务。

渔民长期在海上作业既辛苦又
单调，一朝上岸难免会有“报复性享
受”心理。吃好、睡好、玩好无可非
议，但也不能过度放纵，更不能涉赌
涉毒。对此，执法部门、基层组织既
要落实群防群治，也要抓好专项整
治，确保渔区风清气正。渔嫂们同
样要贴身劝、联手管，吹好枕边风、
念好安全经，顶起“平安渔区”半边
天。

渔民头脑有武装，渔船设施无
隐患，才能平平安安鱼满舱。休渔
期也是备渔期，未雨绸缪、厉兵秣
马，下一个汛期就能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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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多彩活动纪念舟山解放70周年
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

多部门联合对滨港路海鲜排档开展集中整治
优化消费环境 拒绝“任性”揽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