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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天
语 思

今年第 6号
台风“烟花”带来
狂风暴雨，全区
上下众志成城、

团结一心，齐心护佑家园，而在
这背后，我们也看到了数字化建
设对抗灾减灾的赋能。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
但是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我们必
须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和数字
化手段，让“人算”追上“天算”，
如此才能将灾害带来的损失降
到最低。

台风影响期间，依托气象、
水利、城市管理的数字化平台，
可以迅速汇聚地质灾害、人员
转移、设施损毁、交通障碍等方
面的数据，做好精准识别、科学
预判、有效调度。尤其是面对
山体滑坡、城市内涝这样的突
发险情时，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明显增加了消息预警的提前量
和精确度，避免了人员伤亡事
故的发生。

自然灾害的精准预判只是
第一步，数字技术的应用更多
还应体现在统一、科学、高效的
实时智能调度和多部门的协同
联动上。比如，如何通过建立

共享互联的平台，让应急物资
在哪里、有多少、找谁调这些需
要多头提供信息、多部门协调
解决的问题一目了然，且能快
速到位。

以往防台抗台走的多是“人
海战术”的路子，基层工作人员
靠脚力和劳力对抗自然灾害。
让数据多跑路、人员少涉险，这
也是现代防灾工作的题中应有
之义。例如以往转移危险区居
民，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收集、核
对信息，基层干部顶风冒雨、挨
家挨户排查，辛苦且有出行风
险。现在通过浙江安全码，相关
负责人在后台管理系统中就可
以清楚了解转移人员情况，不仅
节省了大量排查人力，且真正做
到了底数清、情况明。

数字化转型是推动应急管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
由之路，随着普陀数字化改革步
伐的不断加快，数字技术在防灾
减灾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今
后的关键，是要打通各平台之间
的技术壁垒与部门局限，提高信
息流转速度和协同运用的能力，
从而实现数字技术的多场景运
用。

借力数字化，让“人算”追上“天算”
□思尔

本报讯（记者 高阳 通讯员
翁盈昌）这些天，沈家门街道首届
乡贤联谊会执行会长陈国庆采购
水果慰问曾经坚守在防御台风“烟
花”一线的社区工作人员的事被传
为美谈。这究竟是咋回事，且听记
者细细道来。

8月4日上午，沈家门街道大
干社区、中兴社区门口，堆满了
一箱箱慰问防台一线社区工作
人员的水果，这些水果就是陈国

庆送的。当天，陈国庆带着采购
到的近1500公斤水果，走访慰问
了街道的 20个社区。说起送水
果的初衷，陈国庆说：“打赢防御
台风‘烟花’的硬仗中，社区工作
人员不辞辛劳地保护我们的家
园，我也是借这个机会感谢他
们。”

据悉，这些水果全部采购于台
风“烟花”中受灾的果户。“台风过
后天气又越来越热，我就想着送水

果慰问曾经坚守防台一线的社区
工作人员。刚开始是采购普陀六
横、展茅的葡萄和黄桃，后来还采
购了定海白泉的水果。采购的这
些水果品质都不错，但滞销严重。
采购受灾农户的滞销水果送给防
台人员一举两得，既解决果农水果
滞销之忧，又温暖防台人员的心。”
陈国庆如是说。

据了解，陈国庆还是舟山成
功之路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的

总经理，有常年稳定的车友群和
客户群。今年5月，他们成立了
“车与水果的故事”线上水果销售
平台。

“作为乡贤，他一直是表率。
防台期间，陈国庆就一直在我们社
区参与防台。现在还采购水果来
慰问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温馨。”大
干社区党委书记戴红燕说，社区工
作人员都说，这份心意暖到阿拉心
坎里。

沈家门街道一企业主采购近1500公斤水果慰问曾经坚守防台一线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干部说：

“这份心意暖到阿拉心坎里”

蚂蚁岛有着历史悠久的清廉文
化，也有着饱含清正内涵的蚂蚁岛
精神。在党史学习教育背景下，发
挥好蚂蚁岛精神优势，充分运用“红
色根脉”资源，推动全岛海上清舟建
设，仍需要久久为功。

蚂蚁岛精神及其清廉文化
内涵

蚂蚁岛精神的历史形成。蚂蚁
岛位于舟山群岛东南部，全岛面积
约3平方公里。岛内90%居民从事
渔业相关产业。新中国成立后，蚂
蚁岛人民在党的带领下，自力更生、
勤奋创业，在发展渔业生产、修建三
八海塘、改善生态环境等社会主义
建设实践中逐步凝聚形成了“艰苦
创业、敢啃骨头、勇争一流”的蚂蚁
岛精神。

蚂蚁岛精神中的清廉文化内
涵。蚂蚁岛精神源于海岛人民建设
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有着丰富的
精神内涵的清廉基因。蚂蚁岛精神
从生动的历史实践中凝结而成，天
然地蕴含着与贪、污、浊、浑相反的
清廉文化，彰显着勤俭创业的责任
担当。

从时代维度看，清廉文化贯穿
着蚂蚁岛精神的历史。蚂蚁岛人民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集体
力量，众志成城，艰苦创业，极大地
解放了生产力，体现了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生动
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生命力和
无穷创造力，也体现了蚂蚁岛群众
艰苦朴素、勤俭创业的品格，体现了
蚂蚁岛干部两袖清风、为民奉献的
初心和使命。刘亚珠、盛再堂、陆渭

川、陈阿毛等等，这些党员干部面对
复杂环境，敢啃骨头，无怨无悔，不
求回报，这种大公无私的清廉文化
贯穿始终，历久弥坚。

从文化维度看，清廉文化是蚂
蚁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之
力，永不褪色。“艰苦创业、敢啃骨
头、勇争一流”的蚂蚁岛精神，艰苦
创业说的是一种不畏艰难的责任担
当，敢啃骨头说的是一种狠抓落实
的实干作风，勇争一流说的是一种
对标先进的拼搏精神，其中蕴含着
与清廉息息相关的思想素质和价值
观念，是蚂蚁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

从实践维度看，清廉文化指导
着蚂蚁岛的发展。近年来，蚂蚁岛
精神以及蚂蚁岛精神内涵的清廉文
化在蚂蚁岛得到充分发扬和实践检
验，蚂蚁岛人民大力发扬“艰苦创
业、敢啃骨头、勇争一流”的蚂蚁岛
精神，从建立第一个渔业生产合作
社到第一个实现渔船机帆化的海
岛，从成为中国渔业战线的一面旗
帜到现在成为市内外闻名的“网红
岛”，蚂蚁岛精神及清廉文化一直指

引着蚂蚁岛不断向前迈进，这种精
神和文化不但没有过时，在新时期
建设“重要窗口”的征程中，具有很
强的生命力。

蚂蚁岛“海上清舟?普陀廉
岛”建设情况

文化倡廉润无声。2005年6月
13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同志到蚂蚁岛视察工作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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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
道出了海岛振兴的依靠，也为我们
挖掘清廉文化内涵，凝聚奋进力量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像“一根扁担当嫁妆”这样的清
廉小故事在蚂蚁岛历史上数不胜
数，我们深挖历史，共搜集整理了人
民公社时期的清廉小故事38篇，进
一步展示老一辈干部的清廉形象。
在原蚂蚁岛村民村约的基础上，集
合村内禁令、倡导等内容，梳理了更
为通俗易懂的村规民约，在文化礼
堂等地进行展示，让村民潜移默化
接受新时代良好村规民约的熏陶。

传承历史，砥砺前行，清廉正能量传
播越来越远。

基地育廉扬清风。2019年5月
14日，蚂蚁岛精神红色教育基地被
市纪委监委确定为舟山市廉政教育
基地，成为我区首个市级廉政教育
基地。两年来，我们把培养和践行
蚂蚁岛精神融于廉政基地建设中，
打造更有内容的“廉政教育基地”。
在“三八海塘”，可以坐旧式渔船，体
验渔民捕捞作业的艰辛，并聆听“三
八海塘”建设者讲述当年修建海塘
的故事；在创业纪念室，可以参观了
解当年蚂蚁岛人艰苦创业的光荣历
史；在人民公社广场，可以体验搓草
绳、织渔网，感受老一辈艰苦奋斗的
岁月；在人民公社旧址，可以观看廉
政教育片，接受廉政教育。截至
2021年5月15日，基地已累计接待
学习培训团队共108批次、3928人
次，其中市外团队17批443人次。

行动促廉暖民心。渔业是蚂蚁
岛的特色产业之一，蚂蚁岛现有渔
船100余艘。管委会纪工委从去年
开始落实“党建引领，蚂蚁清舟”海
上清舟系列活动，为5艘党员渔船

授牌，以点带面促进蚂蚁岛渔船廉
洁文化建设，加强渔民船老大清廉
教育，打造更加风清气正的“清廉红
岛”。

与此同时，蚂蚁岛村监察工作
联络站去年成立，这支由5人组成
的“清廉队伍”积极发挥“前哨”“探
头”作用,结合实际推出网格小分
队、村民点评会、“哨点”监督队等特
色监督举措，零距离监督各项工作，
对居民们反映的相关问题及时“上
传下达”，让监督有温度、有力度、有
速度，进一步推进了“海上清舟”建
设。

守好红色根脉，推动海上清
舟建设

蚂蚁岛精神中的清廉文化需要
进一步挖掘。蚂蚁岛现在依旧保留
着大量的廉政文化遗产和人才资
源，他们以各种方式零散地存在着，
需要我们去挖掘。挖掘好蚂蚁岛精
神当中的清廉元素，要搜集蚂蚁岛
历史当中的清廉故事，打好身边的
“典型牌”，讲好“一岛一孝廉”的传
奇故事，深入挖掘全岛范围内的贴

心话、贴心人、贴心事，去打动人、鼓
舞人、激励人。

基地硬件配套设施需要进一步
打造。基地打造重点内容为新建蚂
蚁岛精神纪念馆、三八海塘-避风塘
区块提升等3项重点工作。其中，
蚂蚁岛精神纪念馆作为蚂蚁岛精神
的展示窗口，对精神的宣传弘扬具
有重要意义，馆内将专题设置清廉
文化版块，集中展示人民公社时期
干部公正清廉的历史材料；三八海
塘-避风塘区块作为基地现场教学
的重要节点，重现雕塑建设、38个
廉政故事场景；建党百年党史路以
建党百年历史内容为主题，建设人
民公社旧址到樟树林道路，作为蚂
蚁岛廉政教育“必修”路线。

开展“海上清舟”活动需要进
一步创新。充分发挥蚂蚁岛得天
独厚的红色文化资源优势，着力打
造集各地域红色文化为一体的廉
文化教育矩阵，合力奏响老一辈蚂
蚁岛人民“艰苦创业，敢啃骨头，勇
争一流”的精神内涵和蚂蚁岛家风
家训“协奏曲”，挖掘蚂蚁岛更多更
具海岛特色的家风家训，让“普陀
廉岛”初具雏形；另一方面，要担负
新使命，突出时代特色，积极探索
“红色＋廉文化”“培训＋廉文化”
新模式，做大做强“红廉结合”特色
品牌，推进“海上清舟”系列活动创
新。

传承红色根脉 建设海上清舟
□蚂蚁岛管委会纪工委

编者按 ：风清舵正自远航。为深入推进清廉文化建设提升年活动，加强清廉文化建设，深入挖掘普陀特色清廉文化，今年3月，区纪委区监委面
向全区各地各单位征集“海上清舟?普陀廉岛”清廉文化建设主题理论文章。本报今起陆续刊登征集到的优秀作品，展示我区清廉理论与地方文化
融合成果，挖掘海洋文化、农耕文化、工匠文化、红色文化中的清廉基因。

本报讯（记者 丁琪蜜 俞怡至 通
讯员 姚伟耿立键 ）昨天上午，东极镇
黄兴岛一老人在田间劳作时突发疾病，
情况危急，黄兴岛党支部书记黄寿滨闻
讯后第一时间组织党员群众开展救助，
东极镇政府、东极派出所等单位合力救
助，上演了一场“生命时速”。

当天早上7时左右，救助人员在
现场发现病人已无法行动，情况危
急，黄寿滨迅速联系镇政府安排船
只，同时组织人员用担架抬送病人
至黄兴码头。救助人员抬送病人行
进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没过多久，
抬担架人员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
约8时40分，病人被送上从黄兴至
庙子湖的岛际船。约9时，航船达
到庙子湖，病人被送往东极卫生院
作进一步会诊。

因海岛卫生院条件有限，病人需
转运至普陀本岛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
治疗。东极派出所得知后，迅速启动
“警医协作”机制，派出警力协助医务
人员将老人转运至航船上。约中午12
时20分，航船抵达朱家尖，然后及时将
病人送至普陀本岛的医院治疗。

目前，老人病情稳定。

一村民突发疾病 多部门合力救助

东极昨上演“生命时速”

本报讯（记者 高阳 通讯员 王
科杰）随着渔船开捕，舟山国际水产
城每日有大量务工人员和运输海鲜
类的货车进出，对周边交通环境造
成压力，普陀交警大队沈家门中队
在舟山国际水产城开展交通安全集
中整治。

近日，记者在渔市大街路口看
到，不少进出舟山国际水产城未戴
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都接二连

三地被交警拦下，带至交通安全警
示教育室，观看交通安全教育警示
片，并接受处罚。

此次集中整治，还将严查严管
违法载人、逆向行驶，以及货车违规
载物、抛洒滴漏等交通违法行为。
“接下来，我们会开展常态化巡查，
确保舟山国际水产城周边交通安全
有序。”普陀交警大队沈家门中队民
警许淇然说道。

确保舟山国际水产城周边交通安全有序

交警部门开展交通安全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