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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教育基地，既要兼顾文化传统，又要与
时俱进。我建议，蚂蚁岛要针对不同年龄、不同
层面的受众，制作一系列“好看、好玩、有意思、
更有意义”的宣传活动，打造系统完善且独具特
色的党性教育学习路线与党性教育品牌，使蚂
蚁岛精神红色教育基地成为全市、全省乃至全
国党员和群众自觉向往的网红地。

蚂蚁岛还可以将打造红色教育基地与岛上
基层党建、乡村振兴等富民利民工作相结合，针
对部分文化资源散、小等特点，采取平移、嫁接
等方式串珠成线、聚线成面，提高资源的集群效
应，增强基地的观赏性、参与性和体验性。

我建议，蚂蚁岛要充分挖掘渔业文化，集中
打造渔业文化艺术馆、体验馆等，增强基地吸引
力，把蚂蚁岛打造成为一个展示普陀渔业文化
的平台，同时围绕休闲渔业，发展渔家乐、养殖
捕捞体验游等特色产业，推动旅游、休闲、娱乐
等产业深度融合。

此外，蚂蚁岛还可以加强与区融媒体中心
等媒体的合作，通过文字和影像，全程记录蚂蚁
岛精神红色教育基地发展的重要节点，并对蚂
蚁岛老一辈人口口相传的艰苦创业故事进行

“抢救性”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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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岛精神红色教育基地要发展，必须跳出传
统的海岛开发思维，坚持陆岛联动、系统开发，统筹
经济和民生、文化和旅游、开发和保护，走出一条具
有舟山特色乃至中国渔村的海岛高质量发展之路，
让蚂蚁岛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蚂蚁岛首先要找准定位，围绕蚂蚁岛精神
红色教育基地打造，将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有
机结合起来，全面推进主题教育往深里走、往心
里走、往实里走，把蚂蚁岛精神弘扬好、传承好，
把这块招牌做大做强，在舟山建设“重要窗口”
的海岛风景线中贡献蚂蚁岛的一份力量。

蚂蚁岛还应该以党性教育为主线，强化对
现有党性教育基地资源的整合和内涵深挖，要
突出基地特点和优势，将各个教学点“串珠成
链”，打造主题鲜明、现场触动、感悟升华、效果
明显的党性教育活动链条，切实增强基地党性
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

此外，蚂蚁岛还应该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基
础设施建设，打造具有蚂蚁岛特色的红色“网红
打卡地”，延长学员留岛时间，同时打造一批具有
红色历史文化底蕴、具有本地特色的红色文艺精
品和红色文创产品，进一步活化红色故事、红色
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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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对船”及与之配套的对网渔法，是历史
上舟山渔民赖以生存的重要装备，它承载了舟
山群岛千百年海洋渔业历史文明，是舟山市海
洋渔业文化的精髓和灵魂，也是不可或缺的文
化资源。

因此，我认为，要把蚂蚁岛重构复原的“小
对船”对网渔法，积极向文化部门申报非物质文
化遗产，让我们的后代能在蚂蚁岛开展的红色
教育中，直观地了解“小对船”的历史，感受对网
渔法这种传统渔业生产方式。

首先，要在蚂蚁岛老渔民中，组建一支对网
渔法传习专业团队，作为蚂蚁岛红色教育基地实
操传统渔法的团队，让传统对网渔法展示成为岛
上避风塘里日常演绎的海洋渔业文化，丰富蚂蚁
岛红色旅游内涵。其次，把这支由老渔民集体组
成的传统渔法传习团队，打造成向文化部门申请

“小对船”对网渔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传承
团队，用老渔民集体的力量代代传承，让宝贵的
海洋渔业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久远。

此外，蚂蚁岛还可以积极与浙海大教授团
队展开合作，共同就“小对船”对网渔法展开海
洋历史文化研究，为向文化部门申报非物质文
化遗产提供学术支持，争取尽快申遗成功。

▲胡牧
以前蚂蚁岛给我印象，第一是艰苦创业，第

二是民风淳朴，第三是生态良好，第四是旅游业
发展有潜力。这次印象最深的是“敢啃骨头、勇
争一流”。从公社旧址整修开始，再到创业纪念
室建造，尤其近几年，蚂蚁岛管委会整合红色资
源，统一品牌，发展旅游，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
特色的发展之路。

我认为，蚂蚁岛精神红色教育基地要发展，
第一步要依托专家学者，把弘扬蚂蚁岛精神作
为一项提升舟山软实力工程来抓，挖掘内涵，总
结深化，提炼升华，尽可能多地将蚂蚁岛老人们
的口述故事通过影像资料等保留下来，并通过
相关部门、群众团体，先在行政企事业单位、学
校中传播，争取编入课本。

与此同时，要充分利用乡贤、游客，借力现
代传播工具、旅游机构、涉外机构，有的放矢，打
响品牌，使蚂蚁岛精神红色教育基地走出舟山，
走向世界。

此外，我建议，蚂蚁岛要利用好《军港之夜》
词作创作发源地的优势，建设军旅音乐文化基
地、建造国防（海防、军事）博物馆，从而弥补舟
山在国防文化建设中的短板，为海岛红色旅游
增添亮色、厚度。

▲林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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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红色文化”
传承“红色精神”

今年6月13日是蚂蚁岛精神红色教育基地正式启用两周年。当天，来自社会各界
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蚂蚁岛精神红色教育基地的发展，并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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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岛在渔业管理、海岛乡村治理、红色旅
游等方面的发展，与我校学生在学术研究、论文
写作、学科竞赛素材采集等方面的需求非常契
合，很适合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我校和蚂蚁岛共建“浙江海洋大学研究生
实践基地”后，将充分利用蚂蚁岛经济发展成果
和红色教育资源，加强相关专业研究生培养，不
断组织农林经济管理、旅游管理、农业硕士专业
研究生进行基地调研、学习。

同时，我校将研究成果通过媒体、期刊发
表，加强与国内外知名高校、智库专家学者的交
流、合作，进一步提升蚂蚁岛精神红色教育基地
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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