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高原 通讯员 傅楠

“艰苦创业、敢啃骨头、勇争一
流”的蚂蚁岛精神，不仅没有过时，
还在继续发扬光大。日前，记者在
蚂蚁岛再次感受到了蚂蚁岛精神
在两代人之间的传承和弘扬。

“红烧猪蹄马上下锅！”“葱花
再切一些”……距离码头不到5分
钟的车程，一家名为“蚂蚁排档”的
餐馆后厨内，经营户邹吉叶正和她
合伙人忙得不亦乐乎。

2005年6月13日，时任浙江省
委书记的习近平到蚂蚁岛考察时，
曾来到邹吉叶家中，与他们夫妻亲
切交谈，详细了解渔民转产转业情
况。转眼间20年过去了，习近平
同志的嘱托，努力勤劳致富，一直

深深的记在邹吉叶的内心当中。
曾经的她，是三八海塘建设时期

赫赫有名的“六姑娘石匠队”一员，为
修建海塘开山炸石。苦日子过去后，
她便和岛上“渔嫂”合作经营开起蚂
蚁岛第一代渔家乐，从夜排档摊位、
渔家客栈，到“岛红”餐馆，邹吉叶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现在一年下来，4
个合伙人每人能分约十万元。”

从蚂蚁排档向北望去，当年的
三八海塘，已经铺上了彩色的塑胶
路面。“这海塘，就是我们300多名
妇女建造的。”三八海塘的建设者
之一——高月英是我们拜访的第
二位对象。尽管已经过去半个世
纪，讲起这座海塘，年过古稀的她
言语中依然充满了自豪。

1972年，该岛提出“苦战三
年，围塘造田”的号召。“男人都出
海捕鱼了，只剩下我们。”高月英
说，“蚂蚁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
可不是说说的。”当时只有20岁的
她和全岛300多名妇女一起，用无
比坚韧的意志创造了这个“传

奇”——仅用16个月，就在滩涂里
筑起了一座长1300米、宽12米、高
5米的海塘。海塘的建成，使蚂蚁
岛增加陆域面积约0.4平方公里。

如今，高月英有了一个新身
份——蚂蚁岛精神红色教育基地
搓草绳、织渔网体验项目负责人。
“现在岛上老人看病有保障，吃饭
有优惠，乡村环境也变得越来越
好。”高月英笑着告诉记者。

沿着三八海塘一路走，东面的
空地上，三间村集体危旧渔用仓库
被翻修打造成了三幢造型精美的
“共富工坊”。要拜访的第三位蚂蚁
岛职业经理人金婷婷，便在此探索
着她对蚂蚁岛未来发展的期盼。

“这个玩偶叫‘蚂小蚁’，是蚂
蚁岛的IP形象，它的旁边是我们
正在打造的数字藏品……”当天上
午，走进蚂蚁岛虾皮共富工坊的其
中一间“叁号仓库”，金婷婷正为前
来参观的客人介绍着。

这位年轻90后的到来，让蚂
蚁岛注入了创新的血液。“蚂蚁岛

精神不能只在老一辈的口中传讲，
作为年轻的一代，应该接过这一接
力棒，让‘艰苦创业、敢啃骨头、勇
争一流’这 12个字不断充满活
力。”作为新鲜血液，金婷婷不断挖
掘蚂蚁岛的“红色”项目IP，通过
将“搓草绳”“织渔网”等内容与老
一辈艰苦创业的故事相结合，让游
客在体验中感悟蚂蚁岛精神。如
今在金婷婷等人的努力下，蚂蚁岛
接待“红色研学”等活动的游客达
1万余人，间接带动当地百姓每月
增收1000余元。

回望蚂蚁岛的前世今生，如璀
璨珍珠，镶嵌在东海之滨。海风轻
拂，海浪拍岸，这里，每一朵浪花都
在诉说着“艰苦创业、敢啃骨头、勇
争一流”的蚂蚁岛精神；这里，蚂蚁
岛人民将这座昔日的小渔村打造
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打卡地”。
如今，蚂蚁岛精神在金婷婷、邹吉
叶、高月英等新老两代之间传递着
接力棒，激励着广大干部群众，携
手共创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蚂蚁岛精神引领新时代美好生活

火红岁月铸就红火日子
本报讯（记者 杨雨凝 通讯员

朱敏敏）近日，白沙岛管委会发布
2025年全域旅游激励政策，进一步
激发旅游市场活力，推动文旅产业
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本次共出台两条补助
政策，通过双重奖励机制激活市场
活力。政策一：旅行社组织10人以
上（含10人）团队，在白沙岛或柴山
岛住宿至少1晚且含环岛观光项
目，经朱白线登岛可获每人45元补
助，经普白线登岛补助50元（半价
票或免票游客除外），此项补助不设
上限。政策二：旅行社年度组团超
200人部分按每人5元奖励，超1000
人部分提至每人10元，奖金合计5
万元，按旅行社客源占比分配。政
策实施周期排除法定节假日及7月
至8月旅游旺季，申报流程实行“月
度+年度”双轨制，政策一奖励需按
月提交船票凭证及民宿发票申领，

政策二奖励实行年度申报发放。
此外，白沙岛管委会同步推进

农文旅融合项目，构建全域体验矩
阵。投资升级的“海上牧云”田园综
合体引入羊驼、孔雀等萌宠互动区，
配套“金童玉女”瓜生态采摘项目；
6.73公里环岛路完成景观化改造，
路面彩绘融合海洋文化图腾与中草
药元素，串联花海驿站、浪漫邮筒等
网红节点；成功引进山与集咖啡馆、
AI动漫体验馆等消费场景，今夏将
推出飞行集市、海滨音乐会等主题
活动，持续强化“浪漫岛”品牌认知。

“我们鼓励各旅行社积极参与
政策申报，通过组团引流，让更多
游客走进白沙。”白沙岛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管委会将
以旅游激励政策为引擎，持续深耕
农文旅融合，推进政策激励与特色
项目的双向赋能，为游客带来多元
文旅体验。

团队引流与特色场景双轨并进

白沙岛发布全年旅游激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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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长虹
近日，六横公路大桥二期

工程迎来重要进展——青龙
门大桥Q3索塔建设高度成功
突破120米。自东向西，Q3、
Q4、Q5三座主索塔屹立于青
龙门水道之中。此外，东西引
桥已开始双架梁机建设，呈现
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记者 高原 通讯员 姚峰
李泽宏）

本报讯（通讯员 俞玮熠）近日，
位于六横镇张家塘新村的和美乡村
建设配套用房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两幢崭新的厂房采用门式钢架结构
建筑，层高 9.65米，总建筑面积
1922平方米，可满足制造、仓储、物
流等企业多元化需求，为村级集体
经济开辟了可持续增收路径。

“新建厂房是我们盘活村集体
土地资源，发展集体经济的关键一
步。”张家塘新村党支部书记陈忠根
表示介绍，厂房毗邻产业集聚区，区
位优势显著，目前正通过公开招租
吸引优质企业，在实现集体资产增
值同时，为本土中小企业提供规范

化生产空间。据悉，未来该厂房租
金收入将专项用于村内基础设施建
设、民生福利提升和后续产业发展。

张家塘新村的实践是六横镇壮
大集体经济的一个缩影：苍洞村通
过打造美丽渔村综合用房，开发海
洋研学活动，带动乡村旅游；五星村
推行“党员责任田”制度，复耕抛荒
地种植经济作物……“从资源沉睡
到资产激活，我们正探索乡村振兴
的六横解法。”六横镇渔农业渔农村
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
六横将结合各村资源优势，因地制
宜地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模式，
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六横张家塘新村新建厂房竣工验收

闲置地变身“共富厂房”

本报讯（记者 励佳 通讯员 邵
盛欢）随着夏季蛇类活动进入高峰
期，近日，普陀医院药房专门配置了
抗蛇毒血清。市民若在户外不慎被
蛇咬伤，可直接前往普陀医院急诊
科接受专业治疗。

普陀医院急诊科相关负责人提
醒，被咬伤后无论是否确认毒蛇种
类，均应按毒蛇咬伤处置，并确保在
1至2小时内注射血清，把握黄金救
治时间窗。

该负责人强调，在送医前，伤者

应立即保持静卧状态，避免剧烈运
动，防止毒素加速扩散，同时将伤肢
置于低于心脏水平位置并摘除首饰
等束缚物；用流动清水或肥皂水轻
柔冲洗伤口15至20分钟，但切忌用
力挤压；采用弹性绷带从咬伤远端
向近心端包扎（松紧度以插入手指
为宜），每30分钟松开2至3分钟。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被咬伤后切勿
采用吸吮、切割伤口等错误方法，也
不要冰敷或火烧伤口，以免造成二
次伤害。

普陀医院储备抗蛇毒血清
医生提醒：把握1至2小时黄金救治期

本报讯（记者 王若琦 通讯员
王清霞）日前，区司法局联合区交通
运输局、蚂蚁岛管委会共同开展“法
治方舟靠岸，普法服务暖心——随
船普法+进企业”法治宣传教育活
动，通过随船普法与企业驻点双轨
推进法治宣传教育。

活动当天，普法人员登上蚂蚁
岛5号客船，在航行途中向旅客系统
宣讲民法典、交通运输法规核心条
款，同步解读“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
圈”惠民政策，引导群众高效利用社

区法律服务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在浙江东海岸船业有限公司，

普法人员发放法律宣传资料，结合
劳动合同纠纷、工伤赔偿认定等典
型案例开展针对性解析，重点针对
外来务工群体详解工资支付保障机
制与区级法律援助获取流程，有效
消除维权盲区。活动累计覆盖200
余人次，实现法律需求精准对接。

司法局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
化“船企联动”模式，推动法治精神
在海岛基层扎根。

“法治方舟”驶入海岛一线

本报讯（记者 缪珊珊 通讯
员 曹斯琦）医疗费24小时赔付、
餐费48小时到账，旅游纠纷处置
“零等待”。近日，我区“东极食安
无忧”预赔付机制正式启动。该机
制针对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餐饮
消费纠纷，采取先行垫付赔偿金模
式。东极镇首批13家餐饮商户纳
入试点范围。

“东极作为普陀的热门旅游海
岛，深受游客喜爱，但旅游旺季消
费纠纷也相应增多。”区市场监管
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完善餐饮

领域消费维权工作机制，降低消费
者投诉成本、缩短维权时间，同时
倒逼经营者自觉履行主体责任、强
化诚信经营意识，该局联合东极镇
政府共同建立“东极食安无忧”预
赔付机制，构建规范化运行框架。

机制明确要求，消费者在东极
遇到餐饮消费纠纷时，可向区市场
监管分局东港所提交赔付申请，并
提供就餐后48小时内医疗证明、
消费凭证、消费现场照片等材料。
市场监管部门在24小时内完成材
料初审后，先行垫付医疗费用，经

核查确认再按标准赔付餐费。资
金池由民宿协会实行共管，定期公
示使用情况确保透明。针对未达
标申请，同步开通常规维权通道保
障消费者权益。

首批参与商户经严格审核准入，
需满足食品安全和服务质量双重标
准。在前期筹备中，市场监管部门专
项分析东极镇餐饮投诉数据，据此建
立商户白名单制度；通过组织40余
家餐饮单位专题培训，重点解读赔
付标准和追偿程序，引导商户强化
主体责任意识。最终，全镇有13家

达标商户加入。机制试运行后，监
管部门将联合镇政府实施动态监
管，对高频投诉商户启动预警机制，
严重违规者从白名单除名。

“预赔付机制是破解海岛维权
难题，优化旅游消费环境的关键举
措。”区市场监管分局负责人表示，
该机制计划今年7月开展试运行，
后续将根据实施效果动态优化流
程，同时及时总结预赔付机制的实
施经验，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创
新举措和管理模式，切实发挥其示
范引领带动作用。

海岛旅游消费纠纷处置实现“零等待”

东极13家餐饮商户率先试点“投诉即赔付”

本报讯（记者 杨雨凝）舟山市
（普陀区）美术馆是市民梁帅每周
必到的打卡点，在这里看书、欣赏
书画让他有种满足感。“这里的艺
术氛围太吸引人了，每一次来都有
新的收获，很喜欢这里的氛围感。”

和梁帅一样，美术馆成为了
普陀市民享受艺术熏陶的绝佳之
地。近日，记者在美术馆展厅内
看到，游客们穿梭于一幅幅画作
之间，欣赏着独具普陀特色的渔
民画；研学活动的孩子们围坐在
讲解员身旁，认真聆听海洋文化
故事；老人们则在展览前静静伫

立，回忆往昔渔家岁月，眼中满是
感慨与自豪。

自去年12月7日开馆以来，这
座由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旗下
UCCALab策展运营的美术馆，在
我区掀起了文旅融合的新热潮，不
但吸引了本地市民，也让外地游客
有了了解普陀海洋文化的窗口。

开馆当天亮相的《共栖之舟》
当代艺术展，如同钥匙开启了艺术
与渔港交融的大门，独特的海洋文
化叙事让其迅速成为“艺术文旅”
新地标，吸引着从沪杭甬都市圈到
长三角旅游市场的游客，改变着海

岛之旅的模式。
当下，文旅市场不断探索创

新，文化体验逐渐融入传统旅游，
游客不再满足于传统海岛观光，更
渴望艺术熏陶与深层次文化体
验。旅行社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
纷纷将艺术空间纳入旅游团行程。

舟山本地资深导游吴导从美
术馆开馆之初就看到其文旅价值，
去年12月便开始规划将其纳入团
队行程。他认为艺术家作品扎根
舟山本土文化，带游客参观既能丰
富旅行体验、满足深度文化需求，
更是展示和传播舟山海洋文化与

城市精神的优质窗口。
近一个月数据显示，来自上

海、杭州、温州、无锡等地的16家
旅行社组织了34支旅游团、1500
余位游客前来观展，团队游客约
占总体客流的23%，且呈快速增长
态势。

区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舟山市（普陀区）美术馆的“破
圈”是我区文旅融合的一次成功尝
试，未来将加大支持力度，推动更
多文化场所与旅游深度融合，打造
舟山特色文旅产品，让其成为舟山
文旅亮丽名片。

艺术与渔港交融

舟山市（普陀区）美术馆成为文旅新地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