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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岛精神作为新中国农村合作社
的精神地标，蕴含着艰苦创业、敢为人先、
团结协作的核心内涵。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其价值内核
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海洋强国等国家
战略深度契合，展现出从历史经验向现代
治理范式转化的强大生命力。本文通过
历史语境分析、现实案例解构与理论逻辑
升华，揭示蚂蚁岛精神在产业创新、基层
治理、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实践路径，为新
时代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与方法论
启示。

一、精神原乡：蚂蚁岛精神
的生成逻辑与本质特征

20世纪50年代的蚂蚁岛，是东海之
滨一个面积仅2.84平方公里的偏远渔村，
面临“岛小资源少、风大渔船破”的生存困
境。人民生活极其贫困，全岛有60%的人
家靠吃番薯干过日子，30%的人家靠吃野
菜、杂粮甚至讨饭度日，“渔网破了补草
绳，盐田漏了用泥填”成为常态。在党的
领导下，时任蚂蚁岛党支部书记盛再堂提
出“组织起来办合作社”的构想，带领群众
开启了艰苦卓绝的垦荒历程。三年时间
里，修建1300米海塘，开垦盐田400亩，组
建“妇女搓网队”破解渔网短缺难题。1958
年，《人民日报》以《第一个人民公社——访
五年来乡社合一的蚂蚁岛》这篇文章为题
深度报道其事迹，高度赞扬了蚂蚁岛人民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使蚂蚁岛名声
鹊起。同年12月，蚂蚁岛荣获周总理亲笔
签名的奖状——社会主义农业先进单位，
成为全国农业的样板。

这一时期形成的蚂蚁岛精神，本质是
在资源约束下的生存智慧突围，体现为三
个层面的实践创造：生产组织创新，首创
“船网工具折价入社”“劳力分级评分”制
度，将分散渔民组织成规模化生产单元，劳
动生产率提升300%以上；技术土法革新，发
明“泥滩晒盐法”“流动育苗舱”等适用技
术，使海盐产量从亩产300斤跃升至1200
斤，海带养殖面积扩大5倍；文化价值重
塑，建立“夜校识字班”，创造《生产歌》《搓
网谣》等文化载体，将“文盲岛”转变为“文
化岛”，渔民识字率从15%提升至68%。

蚂蚁岛精神并非抽象的道德符号，而
是由实践逻辑、制度逻辑、价值逻辑共同
构成的有机整体。老一辈创造的的蚂蚁
岛精神被概括为“艰苦创业、敢啃骨头、勇
争一流”,从实践维度看，蚂蚁岛精神是奋
斗哲学的具象化，“草绳搓网”的坚韧、“泥
塘筑坝”的毅力，体现了“穷则变、变则通”
的实践智慧。1956年，为解决渔网短缺，
妇女社员发明“草绳混合麻线”编织法，使
渔网成本降低60%，这一“土技术”后来被
全省渔业系统推广，成为基层创新的典
范。从制度维度：集体主义的创造性转化
建立“按劳分配+公共积累”制度，合作社

每年提取30%利润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修
建避风港、渔业机械厂等公共资产，实现
“生产发展-集体积累-民生改善”的正向
循环。1959年社员人均收入达280元，是
周边渔村的2.3倍，展现了集体主义制度
在资源配置中的独特优势。从价值维度
看，共同体意识的现代性建构，通过“船头
党课”“晒盐比武”等载体，将个体生存需
求升华为“集体荣誉追求”。1957年，为抢
救被台风损毁的盐田，全岛男女老少连续
72小时奋战，用身体筑成挡潮人墙，这种
“舍小我、顾大我”的精神，成为集体主义
价值观的鲜活教材。

二、时代镜像：蚂蚁岛精神
的现代化转译

在乡村振兴、数字治理与海洋强国战
略实践中，蚂蚁岛精神展现出跨越时空的
适配性。普陀区“渔业产业共同体”借鉴
蚂蚁岛集体协作经验，通过“龙头企业+合
作社+渔民”股份制模式，将渔货流通成本
降低25%，带动渔民人均年收入突破8万
元，印证了“组织创新+技术赋能+市场拓
展”的产业升级逻辑。蚂蚁岛“红色网格
3.0”体系则将“船头党小组”传统升级为
“数字治理平台”，通过平台实现群众诉求
2小时响应，2023年解决问题满意度提升
至96.7%，彰显“传统动员+数字技术”的治
理效能。在海洋开发领域，舟山“深蓝1
号”智能网箱传承“向海而兴”勇气，单箱
产量达传统网箱5倍，研发团队中62%为
35岁以下青年，以“蚂蚁啃骨头”精神攻克
37项专利，实现从海带养殖到深远海智能

养殖的跨越。
蚂蚁岛精神的当代传承依托文化、制

度与人才的立体工程。文化层面，“草绳
搓网体验区”与蚂蚁岛故事年接待研学20
万人次、播放量超数百万次，推动精神符
号转化为文化生产力；“新老垦荒人座谈
会”与跨区域党建联盟，则构建起代际传
承与区域协同的价值谱系。制度层面，普
陀区“海域股份制”改革使渔民持股率达
82%，人均分红增长60%；“海洋生态积分
制”让试点海域资源恢复率达65%，实现从
“政府监管”到“全民参与”的治理转型。

三、实践进路：新征程精神
转化工程

立足海洋资源禀赋，蚂蚁岛精神在产

业升级中展现协同创新活力。传统渔业
通过“集体协作+现代技术”实现能级跃
升，在基层治理领域，蚂蚁岛坚持以党建
为引领，以网格为平台，探索基层民主的
“蚂蚁路径”。蚂蚁岛将原有3个大网格细
化为35个微网格，配备35名微网格员和3
名大网格员，明确采集信息、调解矛盾等
服务职责；同时通过全岛党员大会、公开
信等渠道收集村民意见建议，还在堆网场
整治中动员渔民党员座谈，让群众参与治
理决策。蚂蚁岛通过细化网格和群众参
与，高效推进堆网场整治，已完成7500平
方米整治工作，有效解决了渔具堆放难
题；近年来还先后获评“全国文明创建先
进村镇”等多项荣誉，呈现出村美人和的
治理景象，彰显了“艰苦创业、敢啃骨头、
勇争一流”的蚂蚁岛精神。

作为第一批收录“浙江红色精神血
脉”的红色精神之一，蚂蚁岛通过教育浸
润与区域联动的文化传承模式，依托数
字技术赋能，创新红色驱动发展，打破固
有的资源开发刻板依赖，构建跨越时空
的精神认同体系。中小学开发开展“垦
荒体验日”活动，近三年覆盖学生数万人
次，将“艰苦创业”基因植入青少年价值
观培育。在区域协同层面，蚂蚁岛联合
上海洋山港、宁波象山等打造“海疆精神
带”，共建研学线路并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超百场，形成“红色资源共享、精神价值
共振”的沿海共富精神链，推动蚂蚁岛精
神从地域符号升华为长三角共同的文化
财富。

四、未来展望：从海岛样本
到全球叙事

从“草绳搓网”的创业岁月到“数字
蓝海”的时代浪潮，蚂蚁岛精神始终彰显
着“实事求是、敢闯敢干”的本质特征。
蚂蚁岛精神的时代价值体现在辩证思维
与系统治理的哲学内核。其“守正创新”
逻辑——坚守集体主义底色、迭代技术
手段，为乡村产业“组织-技术-市场”三
角模型提供方法论支撑；“微生态-中观
链-宏观网”的系统架构，既激活网格、合
作社等基层单元活力，又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等国家战略，形成“局部突破-区域
协同-全球辐射”的发展路径。对发展中
国家而言，其“资源匮乏型地区集体协
作”经验具有复制价值；对全球治理而
言，“海洋生态积分制”等实践为气候变
化、海洋开发等议题提供中国方案，彰显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底色。这种从
实践中诞生、在创新中升华的精神谱系，
既是中国基层现代化的缩影，更是面向
未来的治理启示。

从“一根草绳闯大海”到“数字浪潮奔
深蓝”，蚂蚁岛精神的传承史，本质是一部
中国基层的现代化奋斗史。它证明：真正
的精神力量，永远扎根于解决实际问题的
土壤，在回应时代课题中实现自我超越。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
们既要守护“草绳搓网”的创业基因，更
要激活“数字筑梦”的创新动能，让这座
小岛的精神之火，照亮更多领域的“垦荒
之路”。

蚂蚁岛精神的时代跃迁与现代化实践
——从海岛样板到共富范式的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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