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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路径研究 

——以舟山蚂蚁岛为例 

段泽徐 钱嘉妮 华琳慧 徐裕萍 翁琳霞 胡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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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浙江 舟山 316000） 

【摘 要】：舟山蚂蚁岛作为我国艰苦创业先进典型，凝聚着“艰苦创业、敢啃骨头、勇争一流”的蚂蚁岛精神，

现在的舟山蚂蚁岛从提升自然景观、历史底蕴、文化发掘等多个方面入手，打造“红色基因，和美家园”红色旅游

教育基地，带动大小四个岛屿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文化、社会效益，是乡村振兴视角下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建设“重

要窗口”海岛风景线的生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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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月 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与此同时，由国务院扶贫办改组而来的国家乡

村振兴局正式挂牌，这标志着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后，广大乡村地区新发展阶段的工作重心将从消除绝对贫困转移到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推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工作上来。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方式。红色旅游资源是红色文化与自

然景观有机结合，继承和发展红色文化与革命精神的产物。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仅对红色文化教育和警示起着重要作

用，而且对解决农村经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农村振兴作出了贡献。2020年 9月 16日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南了解乡村红色

旅游和红色教育开展情况时强调：“要用好这样的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搞好红色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乡村利用

好红色资源，发展旅游业，是新发展时期振兴乡村的有效途径。 

舟山蚂蚁岛位于舟山群岛东南部，以岛建乡由大小四个岛屿组成，陆域面积 2.84km
2
，户籍人口 3684人，为一乡一社区(村)

五个经济合作社组织体制。蚂蚁岛曾是全国渔区的一面旗帜，获周总理签发的国务院奖状—全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诞

生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踏上蚂蚁岛考察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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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蚂蚁岛大力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并于 2018年 6月建成蚂

蚁岛精神红色教育基地，用红色文化、海岛景观、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串起各个小村落，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海岛红色文化，以精神

领略与实践体验相结合的方式，让游客在红色旅游中领略和品味海岛红色文化精神。舟山蚂蚁岛的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是一个红

色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生动事例，为全省乃至全国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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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舟山蚂蚁岛开发现状 

1952年舟山第一个渔业生产互助组在蚂蚁岛成立，人民公社的雏形由此产生。1958年 9月蚂蚁岛建立起全国第一个渔业人

民公社——蚂蚁岛人民公社，从此蚂蚁岛成为全国农村艰苦创业的典范，是中国渔业战线的一面旗帜。“把蚂蚁岛人民公社红旗

插遍全国渔区”的号召，让小小蚂蚁岛在上世纪 50～60年代名噪一时。但丰富的红色历史文化底蕴似乎仅让蚂蚁岛的红色旅游

业昙花一现，还未真正兴盛便已淡出民众的视野。 

1.1蚂蚁岛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的困境 

1.1.1宣传力度不足。 

2005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踏上蚂蚁岛考察时指出，应当发扬光大蚂蚁岛精神。这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宣传了蚂

蚁岛及其精神，但是舟山的宣传部门没有抓住传播机会，直至近年才联合浙江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蚂蚁岛精神的研究。

但实事求是地讲，当前，蚂蚁岛的知名范围非常局限，宣传力度不够到位，时至今日，蚂蚁岛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公关与推广机制，

没有形成蚂蚁岛精神传播矩阵，网络传播度不高，涉及的相关新闻也较少，游客多为党政机关理论学习小组，存在“自说自话，

故步自封”的苗头。另外，蚂蚁岛无官方网站，网上信息有限，游客难以获得准确的旅游攻略，没有完整展示文化创意产品的平

台，因此持续创收的动能不强。 

1.1.2后备力量薄弱。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布局时，再次强调“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实现乡村振兴对人才提出了较高

的要求，从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人的因素、人的作用又依赖于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与新鲜血液。然而，蚂蚁岛上老年人较多，而

青壮年稀缺。蚂蚁岛精神红色教育基地的从业人员主要是党员及领导干部。岛上的青壮年基本选择外出发展，为游客讲解蚂蚁岛

红色故事的也多为蚂蚁岛老人，其他地区的青年很少选择在蚂蚁岛长期发展，新鲜血液严重缺乏，因此与旅游相关的产业，尤其

是特色文创产品驱动力度不够，游客参观学习的实际收获难以达到预期。 

1.1.3交通往来不便。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

级。”而蚂蚁岛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相比还较为薄弱。蚂蚁岛是东海舟山群岛中一个陆域面积不到 3km
2
的小岛，在地图上极

不起眼，远离舟山市区，往来只能通过客船。但事实上，能前往蚂蚁岛的客运码头稀少且班次紧缺，每日航班寥寥无几，天气稍

有变化便无法起航，游客容易在半途折返或者因为大雾等天气滞留蚂蚁岛，由此降低对蚂蚁岛的好感度。 

1.2蚂蚁岛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的举措 

面对以上困境，蚂蚁岛管委会秉持着将蚂蚁岛红色旅游业发扬光大的信念，实施了很多值得借鉴的优秀措施：一是坚持党的

引领，发挥党员作用。进行党员划区帮扶，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是蚂蚁岛精神的逻辑起点。二是联系本土渔民，打造文旅精品。一

方面组建了以渔民党建指导员为核心的 23支文化团队，另一方面在当地渔民的建议下，因地制宜地开辟红色旅游定制线路。三

是整合区域资源，融入先进技术。蚂蚁乡政府开发了蚂蚁岛红色基地公众号，设立宣传导览模块，为游客提供认识蚂蚁岛的有效

途径，并依托 5G技术打造“数字蚂蚁岛”，开发鹰眼、全息主持人、VR全景地图等体验项目，实现场馆管理智能化、游客体验

立体化，提升红色教育数字化水平。四是汇集精神力量，传承红色文化。为了更生动地讲好蚂蚁岛故事，当地渔民将蚂蚁岛精神

融入红色旅游项目的细节中，如研发创新“艰苦创业菜”和“敢啃骨头菜”菜系，制作蚂蚁岛文创杯具、矿泉水、雪糕等，紧紧

围绕五位一体发展战略，擎画了从“艰苦创业”到“创新创业”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美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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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开发有助于扩大当地渔民的分红收入，改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也成为了舟山建设“重要窗口”海岛风景线中

的文旅支柱，助推了舟山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 

2 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助推乡村振兴 

2.1感受红色传承，体悟精神内涵 

蚂蚁岛的红色文化孕育着大量值得人们铭记的故事。名扬海内外的《军港之夜》是马金星在蚂蚁岛上创作完成的，承载着深

厚的红色思想。20世纪 50年代，200多个蚂蚁岛妇女为了买到先进渔船，改变岛上落后的面貌，不畏严冬酷暑，夜以继日搓了

6万 kg草绳，辗转换钱购买了“草绳船”。随后，村民们又自发捐献 450只铜火囱和金银首饰，购得另一艘大捕船“火囱船”，

由此挽救了蚂蚁岛的渔业。蚂蚁岛群众敢啃骨头、筚路蓝缕的奋斗史让人动容，这体现的是蚂蚁岛先辈身上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

命斗争精神和勇于争先的高贵品质，展现了蚂蚁岛红色精神的强烈感召力和凝聚力，同时也体现了红色文化与实际生活之间的

联系构成了可以开发利用的红色旅游，红色旅游是对红色资源的整合利用，将教育融入娱乐之中，寓教于乐，既保护了红色文化

与海洋文化，同时也启发民智。自 2018年 6月至 2020年 11月，蚂蚁岛已累计接待游客 40.13万人次，为当地创收超过 4000万

元，使得当地红色旅游的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相结合，并成为精神财富转化成物质财富的有效载体。 

2.2追寻红色情怀，明确价值导向 

蚂蚁岛也在不断深挖老一辈创业文化的特质和内涵，培育、赋能新时代蚂蚁岛文化力量，为蚂蚁岛精神红色教育基地建设贡

献了蓬勃力量。蚂蚁岛对于红色旅游和红色精神的开发，有助于让人们意识到红色文化史是具有历史性的，革命英雄群体需要放

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解读和分析。舟山特色红色旅游基地的建立为蚂蚁乡带来了丰厚的文化、经济、社会效益，同时也有助于让

人们意识到蚂蚁岛精神乃至红色文化永不过时，一直在人们的心中熠熠生辉。舟山红色文化在联系实际的同时，融入了发展的眼

光，看到了红色文化精神的内涵，致力于在乡村振兴战略下，通过红色精神的传承不断继承和创新传统文化，走向文化自信。 

蚂蚁岛作为舟山特色红色旅游基地，为蚂蚁乡带来了丰厚的文化、经济、社会效益。蚂蚁岛红色旅游资源有机融合了以蚂蚁

岛精神为核心的红色文化与舟山特色的海洋文化，将传统教育融入海上作业的体验之中，寓教于乐，同时蚂蚁岛依托舟山市、普

陀区等文旅产品推荐会、“最美岛民代言人”等方式，实现了红色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3 从蚂蚁岛看乡村振兴视域下红色旅游开发的路径 

从舟山蚂蚁岛这个生动鲜活的案例中不难看出，红色旅游资源始终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近年红色旅

游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作用逐渐显现，发展潜力日益突出。但只有坚持科学的开发导向，实施合理的开发策略，才能更加切实地

发挥红色资源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 

3.1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统筹乡村组织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

的“定海神针”。在中国，政府是驱动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而基层党组织是衔接政府与乡村的关键纽带，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

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通过组织动员、下放权力、实施有效激励，将村民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微治理，引导他们参与乡

村公共事务的治理，增进共同的情感和社会韧性。乡村振兴需要政府从下而上，从侧面更深入地进行间接干预，乡村党组织必须

完善乡村组织建设，把控大局，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在开发建设中乡村党组织需要科学统筹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蚂蚁岛

现在基础交通设施还较为薄弱，交通不便，需要在交通建设上下足功夫，要增加财政投入，进一步完善交通设施。同时要找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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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旅游在当今社会的定位，努力打造特色红色旅游品牌，延展产业深度。 

3.2始终依靠人的作用，健全人才培养机制 

社会是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中的一切生产生活活动都与人息息相关，同样，红色旅游的开发也离不开人，人在其

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在充分尊重和听取当地人民意见的前提下进行，在开发过程中征得

人民同意，并注重人民在乡村振兴中的参与度；另一方面，红色旅游开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将本地旅游资源开发成为农村经济的

增长点，实现当地村民共同富裕。所以，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是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乡村旅游的发展，

需要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因此，要想通过红色旅游实现乡村振兴，必须依靠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首先，对于人才缺乏问题，可以加大人才投资，通过提高收入的方式吸引人才或是与各大高校达成实习合作，强化人才队伍建

设，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同时要多挖掘旅游方面的本土人才，培养一批既懂得渔业生产又懂得服务的新型渔民以缓解本地人口

“老龄化”问题。其次是根据当地的实际条件，科学合理地规划培训内容，为岛上的红色文化讲解员和带领游客体验搓草绳、织

网、摇橹划船等项目的导游员开展专业培训。要加强与高等院校之间的联系合作，这一方面能为高校提供党训或者实习实训基

地；另一方面也能与高校就蚂蚁岛精神等多方面红色文化开展相关运营管理和课题研究。 

3.3始终秉承创新意识，打造特色旅游品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激发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也是如此，

必须时刻注重创新意识，在恰当的时候进行改革，拒绝墨守陈规和随大流，一定要打造出自己的特色品牌。一是建立属于蚂蚁岛

的特色旅游品牌，游客本质上追求的是差异化和独特性的景色，而具有文化性的乡村旅游品牌体现的就是蚂蚁岛的海洋红色特

色。二是合理地设计和孵化有海洋特色的红色文创产品，进一步拓宽产业链结构，同时也通过与其他岛屿的联合，共同发展舟山

红色旅游以达到乡村振兴的目的，如以弘扬“蚂蚁岛精神”为主轴，串联蚂蚁、登步、东极、桃花诸岛和东港、沈家门城区，整

合优秀旅游资源，以此彰显红色文化精神和新时代建设的成就，形成整体化的旅游品牌效应。三是依据市场或者淡旺季的变化采

取合理调节价格等措施吸引省外游客。最后还需要加强对乡村特色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保护，注重品牌的品质和服务，突出文

化特色，发展红色乡村旅游品牌，增加游客的旅游体验感和新奇感。 

3.4始终注重宣传方式，拓展多元市场 

在依托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宣传的同时，也需要建立健全属于蚂蚁岛自身的官方网站和官方公众号。近年来自媒体热度暴

涨，蚂蚁岛可以在互联网新媒体领域加大宣传力度，打造独特的海洋红色旅游路线，可以通过 vlog、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型

网络传播形式进行有效的宣传吸引外地游客的注意，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一个度的掌控，因为红色文化本身的特性，传播扩

散时必须把控好文化和娱乐之间的界限，不能过于娱乐化，但可以通过娱乐的方式将蚂蚁岛的红色文化传播出去，宣传时注重文

案的新颖性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注意到蚂蚁岛，增加红色文化的曝光度，从而扩大游客群体。 

4 结语 

红色文化的开发利用是发展乡村旅游业的有效途径，发展红色旅游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

村振兴。从社会主义的本质来看，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从来就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指引下对广大农(渔)民群众许下的诚挚誓言。作为许多红色文化发源地的乡(渔)村，必须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科学合理地

开发利用红色资源，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着眼于发挥红色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引导，赓续红

色血脉，努力做到共同富裕与思政教育同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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