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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羊下山后
——甘肃舟曲果耶镇植绿治穷见闻

蚂蚁岛创业记

“蚯蚓工厂”串起生态循环农业产业链

长桥外，东海边，一眼通透，晴

空万里。一艘崭新的橙黄色巨轮，依

偎山岛静立。

这艘滚装船有 13 层甲板，能装

载 7800辆汽车，是国内自主研发的

最大型车渡船。近日完成最后工序，

这座“移动的小岛”，即将从船厂起

航，跨越重洋交付至意大利客户。

船厂依岛而建，从空中俯瞰，面

积将近整个海岛的三分之一。这岛

叫蚂蚁岛，镶嵌在浙江舟山市普陀

区 400 多个岛屿之间，像是浮在水

面上的一只蚂蚁。

新中国成立后，仅有 40 条破舢

板的蚂蚁岛人，驻足 2 平方公里多

一点的弹丸之地，毅然把目光投向

了广袤的大海。大捕船，承载了孤岛

最初的梦想。

为了加快进发外海捕捞，渔民

把自家的铜火囱、蜡烛台、铜面盆、

金银首饰等捐了出来，把镶嵌在衣

橱、棉柜、箱子上的金属抠了下来，

东拼西凑，购得一艘大捕船，取名

“火囱船”。

“手搓出了血泡，结成厚厚的茧

子。”年已九旬的李雪浓回忆说，当

年岛上妇女们日夜赶工 2 个多月，

搓出 12万斤草绳，又换得一艘大捕

船，取名“草绳船”。

非一般的艰苦，成就了孤岛的

新生。大捕船越来越多，蚂蚁岛紧接

着开启了一段刻骨铭心、逐海创业

的光辉岁月。

林妙珠是蚂蚁岛上第一个“女

老轨”，她驾驶着 3米宽、40匹马力

的“妇女号”机帆船，穿梭在如山般

的海浪之间。

油管堵塞，机器停转，就用嘴对

着管子直接吸。一大口柴油灌进嘴

里，一瞬间五味杂陈……现在回想

这些情景，80多岁的林妙珠仍然觉

得心酸。她说，岛上人面向大海，胸

怀壮志，能吃得“苦中苦”。

半个多世纪以来，头枕着波涛

的蚂蚁岛人，像“蚂蚁雄兵”般抱团

奋斗，“敢啃硬骨头”，缔造了一座英

雄岛。

他们在荒岛石林中垦田植绿，

创造多个“全国第一”，成为全国渔

业一面旗帜、艰苦创业先进典型，留

下了“艰苦创业、敢啃骨头、勇争一

流”的蚂蚁岛精神代代传承。

曾经艰苦谋生，如今矢志振兴。

尽管生存环境明显改善，但“啃骨

头”、争一流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的建设者们，不断攻坚克难、接

续奋进。

从小舢板，到大捕船、机帆船，

再到现代化的船舶工厂，蚂蚁岛已

经走到船业前沿，能制造多种大中

型汽车运输船、化学品船等高附加

值船。

打造“虾皮之乡”，升级岛上设

施，建设先进造船业……步入新时

代，蚂蚁岛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三产融合格局清晰，发展空间豁然

开朗。

“年初又接到 5艘船舶订单，目

前正在加紧赶工。”浙江东海岸船业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瑞昌说，企业

立足自主创新，推进船舶产业绿色

化、智能化、高端化，进一步夯实竞

争优势。

习惯了与船相依的林妙珠，如

今和老伴仍然住在岛上，自家楼房

宽敞又舒适，并且有了新身份。

这几年，美得像童话般的蚂蚁

岛，海岛红色旅游全面兴起。林妙珠

加入东海渔嫂宣传队伍，为游客讲

述创业故事。她说，当年就坚信生活

一定会改善，但根本没想到会有现

在这般好。

在蚂蚁岛创业广场上，仍有妇

女穿梭织渔网，向游客展示搓草绳，

但海岛的生活已然翻天覆地。2019

年，蚂蚁岛生产总值7.16亿元，居民

人均收入 30900 元，超过浙江省农

民人均收入水平。

“蚂蚁岛巨变，是舟山极目远

眺、砥砺奋进的缩影。”舟山市委书

记俞东来说，以群岛建制、陆域面积

狭小的舟山，近年进一步发扬蚂蚁

岛精神，面向海洋要空间、谋发展，

展现出韧性和潜力。

笔者了解到，陆地面积约占浙

江省1.3%、人口约占2%、建市仅30

余年的舟山，随着跨海大桥建成，

“孤岛变半岛”，正成为浙江面向未

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潜力点。

（新华社 何玲玲 方问禹 朱涵）

张国庆是果耶镇出了名的养

殖户。

“以前放养土山羊，现在养梅花

鹿、黑驴，一辈子都和动物打交道！”

张国庆说。

46岁的张国庆家住果耶镇甘子

沟村，是甘子沟村红阳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理事长。果耶镇位于甘

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全镇

2370户人家中，36%是藏族。

以前，果耶镇土地贫瘠，资源匮

乏。养殖业是这里的传统产业，家家

户户都放养土山羊。土山羊肉质紧

实，销路好，但山羊善爬陡坡，喜爱

啃食草根、树皮，对植被破坏严重。

“100 只山羊，不到半年，能吃

空一个山头。”张国庆说。羊在前面

啃食，人们就跟在后面开荒，把草地

变成庄稼地。山上的草越来越少，土

山羊的养殖规模也越来越小。被羊

啃过的山地沙化严重，变成耕地后

亩产量低，广种薄收。

十几只土山羊、六亩地，曾是张

国庆一家赖以生存的全部。然而，种

地收成差，养羊育肥难，他始终摆脱

不了贫困。

土山羊对生态的破坏引起了当

地政府的重视。2013 年，舟曲县出

台规定，推行赶羊下山，封山禁牧，

并投入 400 多万元，在全县范围内

淘汰土山羊。

张国庆卖掉了家里的羊。没想

到，没了羊，他像挣脱了束缚，外出

打工，一个月有3000多元收入。

果耶镇还有一部分长期以养殖

为生的农户，除了养羊，一无所长。

没了土山羊，相当于断了他们的收

入。经过几番调研，果耶镇政府决定

发展舍饲养殖产业。

张国庆被村干部找上门。作为

村里曾经的养殖能手，大家希望他

当带头人。他思前想后，决定重操

旧业。

2017 年，拿着打工攒下的钱，

张国庆和几位村民一起，在政府的

支持下，建了一座养殖场。不同的

是，养殖场里养的不再是人们熟知

的土山羊，而是 200 多只梅花鹿和

170多头黑驴。

张国庆算了笔账：“养殖场一年

产 100 多斤鹿茸，产黑驴肉近 10

吨。一年下来，效益过百万元。”

合作社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模式，带动

全镇 195 户贫困户入股，每年发放

入股分红资金30多万元。

自2013年至2018年，舟曲县累

计淘汰土山羊9.6万余只，实施新一

轮退耕还林13万多亩，鼓励人们义

务植树600多万株。

赶羊下山，义务种树，果耶镇重

新披绿。曾经裸露着石头表皮的荒

山，如今被重新披上绿装。小镇四面

环山，盛夏时节，高矮不一的树丛显

现出层层叠叠的绿。

植被恢复，生态体系也向好循

环。张国庆说，每当养殖场传出呦

呦鹿鸣，还会吸引来野生鹿隔山

呼唤。

绿色发展的理念也倒逼产业的

转变。为了守住这抹绿，舟曲县发展

经济林果和中藏药材种植，鼓励舍

饲养殖，探索绿色发展新方式。同

时，舟曲县致力“七改”，美化人居环

境，引导当地群众改圈、改厕、改厨、

改房、改院、改炕、改生活陋习，对传

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改革。

作为甘子沟村的帮扶单位，甘

肃 省 委 统 战 部 给 每 家 农 户 提 供

6100 元资助金，用于改造厨房。如

今，家家户户都安装了抽油烟机和

煤气灶，曾经被烟熏得黢黑的厨房

变得敞亮。

果耶镇的植绿治穷是舟曲县的

一个缩影。舟曲县县长郭子文介绍，

绿色生态产业的蓬勃发展，充分证

明了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必要性。

（新华社 张钦 文静）

新华社哈尔滨8月 17日电（记

者 强勇）“养些蚯蚓能做啥？”两年

前，黑龙江省宾县永和乡永和村引

进蚯蚓养殖时，并不被村里人看好。

想不到，起初遭“嫌弃”的蚯蚓现

在却成了永和村的宝。一些难处理的

庄稼秸秆、禽畜粪便和生活垃圾，由蚯

蚓之“口”，串联起一条“农业废弃物—

蚯蚓粪肥—农业种植”循环产业链，不

仅带来生态效益，还有经济价值。

位于永和村的永和乡现代生态

循环农业产业园，几十亩蚯蚓养殖

基地里有数千万条蚯蚓“工作”。据

产业园负责人王国庆介绍，蚯蚓个

头虽不大，但“饭量”却不小，它们的

“伙食”包括秸秆、禽畜粪便、食用菌

种植废料等废弃物和一些生活垃

圾，一条蚯蚓每天吃掉的量相当于

自身体重。目前，产业园在全乡增设

多处蚯蚓基地，一年能“吃”掉10000

多吨农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

记者在蚯蚓养殖基地看到，农

业废弃物被堆成一个个长30米、宽

1.5米的田垄，暗红色的蚯蚓正四处

蠕动。东北农业大学教授周东兴说，

蚯蚓吃掉废弃物排出的粪便含有丰

富的腐植酸、黄腐酸和微生物菌群，

能改善土壤、增强地力，使“垃圾”变

成有机肥。

依托蚯蚓养殖，永和乡现代生

态循环农业产业园目前一年产出蚯

蚓粪肥7000吨左右，仅此一项就可

带来 300 多万元效益。宾县宾安镇

永兴村村民于继伟养殖蚯蚓，去年

靠卖蚯蚓粪肥收入 6 万多元，收益

远高于种植玉米等传统作物。

永和乡现代生态循环农业产业

园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建成 500 亩

果园、药园等农业基地，发展特色种

植和深加工，肥料全部为蚯蚓粪肥。

北兴村建立了宾县北墨蚯蚓养殖专

业合作社，用40亩蚯蚓基地的粪肥

供应农业。近日，合作社第一批采摘

的 1000 斤大球盖菇打入哈尔滨市

场，很快被抢购一空，“农业垃圾喂

蚯蚓、蚯蚓粪肥种蘑菇、种植废料再

喂蚯蚓，这条路我们走对了。”北兴

村党支部书记张忠说。

成都城管委
全力做好暴雨天气
防汛抢险工作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近日，

四川遭遇暴雨，成都市也迎来强

降雨，为了确保城市安全，为群众

竖起安全屏障，成都市城管委通

过“千里眼”系统对市管跨河桥梁

和重点积水点位进行 24 小时监

控，出动巡查人员28084人次，排

查积水点位3802处，并配合排查

处理市内主要干道树木倒伏情

况，配合设置警示标志 1171 处，

清理雨篦子排水7003处，排除其

它安全隐患 143 处，全力做好暴

雨天气防汛抢险工作。

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记 者 丁静
高博）8 月 17 日 10 时

30 分，京雄城际铁路

最后一组 500 米长钢

轨从T11 运输车前端

送出，平稳落在无砟

道床上，精调后，轨

道误差不超过 0.5 毫

米，这标志着我国智

能高铁“新标杆”——

京雄城际铁路全线轨

道贯通。

京雄城际铁路自

北京西站引出，经过

既有京九铁路至李营

站，接入 92.03 公里的

新建线路，向南抵达

雄安新区。全程设北

京大兴、大兴机场、固

安东、霸州北、雄安五

座车站。

“京雄城际铁路

分两段建设运营，其

中李营至大兴机场段

设计时速 250 公里，

已于 2019 年 9月开通运营，大兴

机场至雄安段设计时速 350 公

里，预计 2020 年底开通运营。”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京南工程项目管理部副主任邓

寅杰说。

记者了解到，作为我国智能

高铁的“新标杆”，京雄城际铁路

有不少亮点。

勘测阶段，设计师们运用激

光雷达测绘技术和遥感技术，通

过三维协同提升了工作效率和测

量精度。基于 BIM（建筑信息模

型）、GIS（地理信息系统）等技

术，在没有开工之前，设计人员已

经用数字模拟出了整条铁路，每

个点都能与现实吻合。

铺轨用的 CRTSIII 型无砟轨

道板采用了智能化生产线。“浇筑

前，机器人用小刷子清扫模具的

每个角落，走出车间前还要经过

3D 智能扫描。”中铁十九局副总

经理赵琦说，每块轨道板中嵌入

特制卡片，可实现质量追溯。

人脸、身份证、护照、港澳通

行证，都可作为电子票“刷”进站。

“从城际铁路出站后，100米之内

能换登机牌。”中国铁路设计集团

有限公司京雄城际项目站场专业

负责人朱红锋说，未来，高铁换乘

会像坐公交一样方便。

京雄城际开通运营后，从北

京到雄安只需 1 小时左右。京津

冀区域路网布局进一步完善，有

助于雄安新区加快产业聚集。

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高铁里

程已达 3.6 万公里，居世界第一。

受访专家认为，我国已初步构建

智能高铁技术体系、数据体系和

标准体系，将为世界铁路发展进

一步贡献“中国方案”。

（上接A1版）

破解交通难题有妙招

8月12日10点30分，当记者在嘉

陵江二桥北头见到身穿黄马甲的文明

劝导员杨文军时，他正在认真地引导

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电动摩托车驾驶员

按正确道路行驶：“师傅，请直行，这里

不能左转，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作为驾校学员的杨文军，按照阆

中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关于交通违法

者和机动车新学驾驶人参与“换位体

验”文明劝导工作的相关要求，需要

在参加机动车驾驶证考试之前，参与

“换位体验”文明劝导活动3个小时。

据阆中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办公

室工作人员赵万东介绍，为加强道路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让驾驶员培

养良好的驾驶习惯，提升驾驶员的交

通法治意识、安全意识和文明意识，

自今年 3月起，阆中市所有交通违法

者，除接受相应处罚外，还需参与“换

位体验”文明劝导活动 2 小时，所有

机动车新学驾驶人在参加机动车驾

驶证考试之前，需参与“换位体验”文

明劝导活动 3个小时。在现场民警的

指导下，交通违法者和机动车新学驾

驶人在路口站岗执勤，对非机动车、

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以及不文明交

通行为进行制止、纠正，引导广大市

民遵守交通规则，自觉培养良好的文

明交通习惯。

“通过参加‘换位体验’，我对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认识更深刻了，也

更加懂得了文明驾驶、安全驾驶的重

要性。”杨文军说道。

据了解，交通违法者和机动车新

学驾驶人参与“换位体验”文明劝导

活动是阆中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为进

一步巩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加强交

通秩序科学管控长效机制而进行的

一次积极探索。截至 8月 12 日，已有

400余名交通违法者、1000余名机动

车新学驾驶人参与活动。

交通是城市文明的一扇窗口，在

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中，阆中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针对群众反映的城市交

通管理的“老大难”问题，既人性化引

导，加强宣传教育，又强制性惩戒，设

立曝光台，严格实行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交通违法行为曝光和抄告制度。

“通过宣传引导和规范整治，市民的

文明交通意识明显增强，交通事故明

显下降，城市交通秩序明显改善，安

全、畅通、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正在逐渐形成。”赵万东说道。

农贸市场里收获幸福感

农贸市场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公共

基础设施，与市民的“菜篮子”息息相

关。为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更好地

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今年4月，阆中

市委、市政府将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工

作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对辖区内

的农贸市场进行提升改造。位于阆中

市城区中心古莲池横街的第二集贸市

场被纳入首批农贸市场改造项目。

8月 12 日上午 9点，记者来到改

造完成后的第二集贸市场，这个建于

1982年的集贸市场，从刚开始的两米

宽的露天菜市场发展到如今的 2800

余平方米，内设有蔬菜区、熟食区、干

杂区、自产自销区等区域，是周边近5

万居民的“菜篮子”。

“老板，削两斤冬瓜嘛”“老板，来

两颗大白菜”……循声望去，一个干

净整洁的摊位前挤满了前来买菜的

市民，摊位商贩侯丽华正热情地招呼

着。今年 51 岁的侯丽华和丈夫李定

山在这个市场卖了 23 年菜了，说起

市场改造前的模样，侯丽华打开了话

匣子：“改造前的第二集贸市场基础

设施老旧，垃圾随意乱扔，杀鸡宰鱼

的污水臭气熏天，遮阳棚遮阳效果也

不好，遇上下雨天还漏雨……”

针对这些问题，阆中市监局等单

位组织专员进行现场办公，于 5 月 1

日起对该市场进行全面改造提升。

“将原本坑洼的地面进行了硬化并铺

上了瓷砖，摊位按标准进行施工，公

厕按国家二级标准进行改造，给遮阳

棚装上了隔热层，还完善了市场卫生

制度、消防管理制度、投诉处理机制

等。”阆中市监局信用监督管理股股

长蔡兴勇介绍道。

“改造提升后，设施更完善了，摊

位水电全通，市场分区明确，卫生条

件大大改善。”最让侯丽华高兴的是，

市场环境好了之后，前来买菜的顾客

也更多了，每天上午不到11点，自家

摊位上的蔬菜就卖光了。

对于市场改造提升后的变化，正

在侯丽华的摊位前选购蔬菜的王女

士也深有感触：“市场明亮舒适了，商

贩服务态度更好了，菜品干净又新

鲜，真是买菜也能买出幸福感！”截至

目前，阆中市已有 13 个农贸市场完

成了全面升级改造。

此外，为提升市场信誉度，阆中

市监局还制定了《市场经营者规范及

退场细则》，实行“摊位三包”，在农贸

市场设置“红黑榜”，从质量安全、文

明诚信、环境卫生、服务态度等方面

综合考评市场内经营单位，评出“最

美摊位”“最差摊位”，每周定期上榜

向消费者公示，通过信用监管鼓励各

市场经营者争先创优，为市民和商贩

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经营和消费环境。

近日，山东省青岛市在即墨区蓝村街道启用首家镇街级“政务自助 E 站”。“政务自助 E 站”内设政务服务综合终端、税务办理终端、发票领用终端、银

行智慧服务柜台等自助设备，可为办事人提供 130 余项政务和金融服务。据了解，青岛将持续布设“政务自助 E 站”，将自助平台向产业园区、商业楼宇、

基层社区延伸，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图为群众在“政务自助 E 站”办理业务。 梁孝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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