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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共同富裕 普陀实践40

□记者 陈璐瑶 通讯员 傅楠

眼下，正是虾皮加工旺季。在
蚂蚁岛，一艘艘渔船满载着鲜活的
毛虾源源不断地运至码头，岛上的
虾皮加工户纷纷开足马力，加工、
烘晒虾皮，呈现一派虾皮生产加工
奔富路的繁忙景象。

近日，记者走进蚂蚁岛虾皮加
工区的32号虾皮加工厂，这里机

器隆隆，10余名工人正忙碌地对
毛虾进行各个步骤的加工，成品的
一筐筐虾皮散发出诱人的色泽和
香味。“今天天还没亮就来了600
多箱毛虾，我们凌晨5时就开工
了。”虾皮加工户鲍慧芬一边忙着
手里的活，一边告诉记者，为了保
证虾皮新鲜，毛虾什么时候到，就
什么时候生产，近段时间工人都是
日夜赶工，这些干虾皮均销往全国
各地。

据了解，鲍慧芬在沈家门做水
产生意多年，两年前看到蚂蚁岛虾
皮产业的前景，便和岛上加工户一

起合作，做起了虾皮加工生意。经
过2年的摸索，现在她有了固定船
队和稳定的销路。“今年相比往年，
加工时间稍微晚了一些，但是今年
的虾皮个头大，品质也很好。”鲍
慧芬说，像她这样的加工户，每年
可获得20至30万的收入。

对于蚂蚁岛的村民们来说，虾皮
不仅是舌尖美味，还是乡村振兴的
“致富密码”。据了解，蚂蚁岛虾皮加
工旺季从每年10月开始至次年1月
结束，年产值可达到2至3亿元。今
年全岛投产的虾皮加工企业有50家
左右，共带动了近500人就业。

“今年以来，我们积极引导虾
皮加工户转型升级，经过半年多的
努力，即食虾皮产业已基本研发完
成并投入生产。”蚂蚁岛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说，目前岛上的3家虾皮
加工大户还组建了“新时代虾皮转
型互助组”，将围绕虾皮新产品，设
立原料鲜度、配料及加工参数等标
准制定，统一标识包装，岛内统一
销售，“在做深做优虾皮产品基础
上，我们还将启动海带、海蜇、紫菜
等舟山海鲜特色产品的研发打造，
实现产品增值、群众增收、产业振
兴的目标。”

□通讯员 郑莞女 记者 胡晓

在六横，有这样一位坚守传统
文化的根雕艺人，用炉火纯青的根
雕技艺，向人们生动地展示了何谓
“化腐朽为神奇”。她就是普陀根雕
市级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钢
杰。

（一）

钢杰是六横双糖新村人。日
前，记者采访钢杰时，看到她家的
院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树根和
未完成的根雕作品。此时，她正一
手拿着雕塑刀，一手拿着斧头，把
一根粗糙丹树根制作成茶几。伴

随着有节奏的敲打声，木屑纷纷落
地，不一会，粗糙的树根变身为茶
几的模样。长久的根雕工作，让钢
杰的双手布满了茧子，变得十分粗
糙，但也是这双手，让她的作品充
满了灵魂。

回忆自己与根雕艺术的缘分，
钢杰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她本是一
名普通的广告公司职员，一次偶然
的机会，上山看到一棵被大风吹倒
的树木，树根全部暴露在地面，有一
块根茎的形状酷似一个大田螺，田
螺口边上有一块根茎形状又酷似一
个身姿婀娜的姑娘。于是，她就把
树木捡回了家，根据其树根的形状
雕刻了《田螺姑娘》作品。从此，她
便一发不可收拾，深深地爱上了根
雕艺术。

（二）

“七分天然，三分加工”。要想
雕出好的作品，好的根材至关重要，
为了寻到一个能注入“灵魂”的根
材，多方寻找、雕刻对比成为钢杰的
日常。她告诉记者，目前采用的树
根多为红樟树根，其根质光滑坚硬、
纹理细腻。但由于该树扎根山土、
生长周期较长，需几十年或上百年

的根材才能制作根雕，十分难寻。
想要有好的根雕作品，光有好

的材料还不够，还需要注入高超的
技艺和独特的匠心。慢工出细活，
每拿到一段好的根材，钢杰都要颇
费心思观察，待到“胸有丘壑”才开
始“刀走如神”。“首先要根据树根
轮廓进行构思，再开始浸泡软化、
去腐生肌、晒干消毒、去废存真、打
磨上蜡等一系列工序，一点一滴都
需要精雕细琢。”钢杰说，成功的根
雕作品既能保持天然的原汁原味，
又能融入创作者的巧妙构思。

（三）

钢杰家中一条 1多米长的
“鱼”，是她思绪沉淀 20年的作
品。20年前，钢杰与老伴在海边
散步，远远看到海里飘着一个黑黑
的东西，走近一看是一块木头。于
是夫妻两人坐在岸边，一直等到木
头飘上岸搬回家。一直忠于根雕
的钢杰遇上这块长方形的木料，一
时难以下手。直到2020年，钢杰
把家中部分根雕作品运出去展览
时，突然妙手得一构思，这块闲置
多年的木料才被赋予一条“鱼”的
新生命。钢杰说，得到一个树根或

许是偶然，将其赋予生命，靠的是
作者的智慧和心血。

多年来，钢杰的近500件风格
各异的根雕艺术品，曾多次在北
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展出，在
日本、欧美和东南亚地区都有她
的作品。《海仙献珠》获浙江根艺
“天工大奖”；《一帆风顺》赠送给
第一届东亚运动会组委会，并获
组委会颁发的荣誉证书；作品《点
石成金》被台湾商人以13万元的
价格购买收藏；另有22件根雕作
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岱山博
物馆收藏，受到广大根雕艺术爱
好者的喜爱。

如今，虽然已经80岁高龄，钢
杰仍在创作着大型根雕。她说，根
雕创作是一辈子的事，只要看到好
的根材、有绝妙的雕刻思路，内心的
创作激情就会一次又一次被点燃。

这就是一位与根共舞的“守”
艺人一生的根雕情怀。

她坚守传统文化，用炉火纯青的根雕技艺生动展示了何谓“化腐朽为神奇”

钢杰 与根共舞的“守”艺人

针对岛城新能
源汽车不断增多
的实际情况，普陀
供电分公司加快

充电桩配套设施建设的深度布
局，积极将普陀区域打造成为
舟山市新能源充电桩建设示范
区。截至目前，已建设完成48
座快充站、462个充电桩，充电
网络布局实现城区密集生活
区、公共交通站点、重点企事业
单位和海岛乡镇全覆盖。毫无
疑问，“充电难”的日益解决，必
将在便利民众的同时有力推动
绿色出行。

众所周知，推广电动汽车有
利于节约化石能源、减少尾气排
放，使汽车时代进入低碳模式。
而在电动汽车越来越受人们青
睐的当下，充电基础设施也变得
越来越重要。有道是，兵马未
动，粮草先行。只有加快推进充
电桩建设覆盖全域，有效破解
“充电难”问题，才能为普及电动
汽车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一段时间来，充电车位“鸠
占鹊巢”现象引起人们普遍关

注。燃油汽车占据充电车位确
实是个问题，但反过来说，充电
车位虚位以待也会造成资源浪
费、加剧停车紧张。在燃油汽
车、充电汽车共存的现实面前，
车位共享才是王道。这就需要
进一步优化充电供给侧，让更多
车位具有充电功能。

事实上，由于电源无处不
在，完全可以实现充电比加油更
方便。只是万事开头难，在电动
汽车方兴未艾的当下，需要科学
布局、快速推进，在面上普及的
同时大力实施充电桩进单位、进
小区、进家庭，让更多居民可以
利用晚上时间为爱车“无感充
电”，并享受谷电优惠。如此，公
共充电车位自然不会紧张了。

可见，破解“充电难”，关系
到整座城市电力基础设施的重
构，除了供电部门全力以赴的同
时，还需要有关部门支持及全社
会共同配合，尤其是物业小区更
要敞开方便之门接纳充电桩入
驻，为业主创造家门口充电的便
利。大家一起努力，暂时的“充
电难”终将不再难。

破解“充电难”便民实打实
□大力

本报讯（记者 郭杰 通讯员 朱
晓莉）日前，浙普渔02313号渔船在
虾峙栅棚张网网地意外捕获一条中
华鲟。在确认该条中华鲟生命体征
正常后，船上渔民将其放归大海。

据悉，中华鲟被称为“水生物活

化石”，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区海洋与渔业局提醒，根据野
生动物保护法规，在捕捉到水生野
生保护动物时，应立刻放生。如果
受伤搁浅，则应及时救助，同时向渔
政部门报告。

遵守野生动物保护法规

渔民误捕中华鲟放归大海

本报讯（记者 郭杰 通讯员
李灵敏）净滩行动、手工DIY、海洋
知识科普……日前，一场主题为
“蓝海从这里开始”的亲子公益活
动在“最美公路”螺塘线沿线举行，
近20名小志愿者在家长带领下参
与本次活动。据悉，这也是我区开
展的“星辰大海?自在莲洋”系列活
动之一。

现场，小志愿者们身着红马甲、

戴上手套、拿起袋子，在螺塘线沿线
海滩清理捡拾垃圾。经过一个多小
时的清理，塑料制品、外卖盒、废弃
渔网、烟头、泡沫等海滩上的各种废
弃物被收入垃圾袋中。随后，小志
愿者们还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学习
垃圾分类、海洋保护、海洋生物等知
识，用画笔描绘丰富多彩的海洋世
界，在寓教于乐中了解海洋知识、提
升环保意识。

了解海洋知识 提升环保意识

小志愿者捡拾海滩垃圾

本报讯（记者 吴林峰 通讯员
张晓薇）日前，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在
东港杉杉?普陀天地开展“不动产智
治”线上办宣传活动。

据了解，“不动产智治”是全方
位全时空不动产登记新模式，项目
以不动产单元码和单元表为核心，
进行多跨协同和业务贯通，重塑了
国有土地及商品住宅产权全链条流
程，实现了信息集成应用的智查、智
判、智管，达到了减环节、减材料、减
时间等业务目标。

据悉，市民在浙里办App搜索

“不动产智治”，即可通过该平台
随时随地办理“二手房转移登记”
“商品房抵押登记”“权属查询”
等 业 务 ，真 正 实 现“ 一 次 都 不
跑”。

下一步，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将
继续大力推广“不动产智治”场
景，让全程网办“一次都不跑”变
为常态，坚持优化营商环境，不断
创新便民利企服务举措，切实提
升我区不动产登记服务水平，进
一步增强企业群众的满意度和获
得感。

“不动产智治”在浙里办App上线

不动产业务随时随地办

（本报综合消息）今年11月9
日是第31个全国消防日。为提升
学校师生消防安全素质，普陀消防
救援大队日前开展消防宣传“进校
园”活动，营造全社会“关注消防、
学习消防、参与消防”的浓厚氛围。

普陀消防救援大队首站走进
普陀小学，该校2500余名师生体
验学习“火场逃生”技能。

当天上午8时15分，演练模拟
普陀小学教学楼某处因电路故障
引发“起火”，有大量浓烟冒出，教
学楼所有班级正在上课。“现在发
生火灾，请迅速冷静逃生……”伴
随警报声和广播提醒声响起，各班
老师第一时间稳定学生情绪，引导
学生迅速捂住口鼻，听从指挥从各
楼层安全出口进行疏散。指挥组、
应急疏散组、楼道引导组、抢险救
护组各司其职开展处置。用时不
到3分钟，所有人员“逃生”到操
场，各班老师清点人数。

逃生演练结束后，消防宣传人

员针对逃生过程中的问题，结合校
园和家庭特点，向师生普及消防常
识，提醒火灾预防要点。

当天下午，普陀消防救援大队走

进海城铭园幼儿园，开展了119消防
疏散演练活动。此外，六横实验幼儿
园通过组织孩子们观看消防安全教
育片、参观六横消防救援中队的消防

车及消防队员灭火操作演练等多种
形式，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桃花中心
幼儿园、龙山幼儿园等也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消防安全活动。

2500余名师生体验“火场逃生”
第31个全国消防日来临之际，消防部门进校园开展消防安全教育

通讯员通讯员 孙海盛孙海盛 摄摄

对于“虾皮之乡”蚂蚁岛的村民来说，虾皮不仅是舌尖美味，更是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
——题记

小虾皮筑起共富路
——“虾皮之乡”蚂蚁岛虾皮生产见闻

记者记者 郭杰郭杰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