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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牵头和参与制定国家标准129项
对牵头制定国际标准的单位将给予100万元奖励补助

先 进 模 范

上紧接第1版 领导们一听，觉得

这个建议可行，就商量着让我来管

鸟。”王忠德说，当时年轻气盛，觉

得管个岛并不难，就答应下来了。

30多年前，生活条件远不如现
在，渔民们为改善伙食，经常上岛

捕鸟、掏鸟蛋。王忠德日夜巡岛劝

离，为此还挨过拳头。

一有空，王忠德就会挨家挨户

劝说村民，联系镇上的广播站，循

环播放鸟类保护知识。

他还给上岛的人定下了“规矩”：

岛上最多只准待20分钟；不准摸鸟
蛋、幼鸟。不然就下“逐客令”。

这种“物理隔离”的方式很原

始，但很有效。多年来，王忠德硬是

为鸟儿开辟出一方“世外桃源”。到

世纪之交，每年来五峙山列岛繁衍

的鸟类已经有8000多只。
王忠德的传奇故事被更多人知

晓，越来越多人加入护鸟的队伍中来。

1988年5月，五峙山列岛被列为
区级自然保护区；2001年又被列为
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

2003年，舟山市政府正式发出
通告：未经批准，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进入鸟岛保护区的核心区域。

去年，五峙山鸟岛的护鸟故事

登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

约方大会会场，舟山人守护“神话

之鸟”的故事让世界瞩目。

从2窝到200只，鸟岛
获“神鸟”青睐

8月11日，丫鹊山岛上，数千只
鸟类正在礁石边求偶、觅食，如同

精灵起舞。

海岸线百米开外，“浙定五峙

山”船正在缓缓巡航，舟山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定海分局自然地保护科科长

张剑，端着长焦相机在船头顾盼。

“要在几种燕鸥中，找到中华

凤头燕鸥，需要仔细分辨。”张剑

说，最简单办法就是看喙尖，中华

凤头燕鸥的喙尖带有一点黑色。

“找到了！就在下边的礁石

上！”同船摄影师一声低呼，张剑立

马调转镜头望去，随即将一只中华

凤头燕鸥定格。

中华凤头燕鸥何以让人如此激

动？张剑说了两个字：神秘。

自 1863年被命名后，一直到
2000年，人类对中华凤头燕鸥的确

切观察记录仅6次。1937年，中华凤
头燕鸥出现在山东青岛的沐官岛

后便销声匿迹。直到2000年一位摄
影师又在马祖列岛偶然发现4对中
华凤头燕鸥，轰动了鸟类学界。

2008年5月，王忠德在丫鹊山岛和
无毛山岛发现了一群凤头燕鸥，当中

混杂了几只黑色喙尖的鸟儿，经过省

里的鸟类专家辨认，就是中华凤头燕

鸥。当年，两窝中华凤头燕鸥在五峙山

列岛繁殖成功，系省内首次，意义非凡。

这一年，王忠德60岁，已经到
了该退休的年龄。守护鸟岛的接力

棒是时候传承下去了。

“像老王一样，每年候鸟飞来

前，我们就先上岛，除掉有刺的杂

草，治理蛇鼠。等到候鸟差不多要

来时，便开始封岛，让鸟儿们安心

求偶。”张剑说。

每到候鸟繁殖季，要在办公室

找到张剑颇为不易，给他打电话，

通常只能得到“我在鸟岛，信号不

太好，回去打给你”的回复。

今年，工作人员首次发现馒头

山和丫鹊山两个岛同时有中华凤

头燕鸥繁殖。这个细微的变化，让

张剑颇感欣喜，“这表明鸟儿对两

个岛屿环境的认可。”

除了张剑，第二代鸟岛守护人

还有很多。

2021年，定海7个部门成立五峙
山鸟岛联合保护协同中心，协同办

理非法捕捞、向海洋违法排污、倾

倒固体废物等生态公益诉讼案件，

以法守护鸟岛。

2022年建成的“智慧鸟岛”项目
更是让五峙山鸟类保护管理和科

研观测，前进了一大步。借助数字

化新技术，100多台摄像头覆盖全
岛范围，鸟类识别准确率达95%。
“现在观测到的中华凤头燕鸥

全球种群数量已经超过 200只，五
峙山列岛是全球最重要的繁殖地

之一。来此繁衍的中华凤头燕鸥数

量仍在逐年增加。”张剑说。

2人驻岛2个月，90后
接过护鸟接力棒

使命传承，初心不改。如今，90

后开始接过保护鸟岛的接力棒。

8月11日清晨，孙嘉徐在朝霞
中起床，翻开日历，自她上岛之日

已经过去了45天。
2015年起，舟山五峙山列岛鸟

类省级自然保护区与浙江自然博

物院开展合作，由陈水华、范忠勇

两位研究馆员领衔实施中华凤头

燕鸥人工招引和种群恢复项目，项

目多年来陆续招募青年志愿者担

任岛上的繁殖海鸟监测员。今年，

24岁的舟山姑娘孙嘉徐如愿入选。
今年6月28日，孙嘉徐和另一

位志愿者一同登岛。她们每天的主

要工作就是通过岛上的监控或者

登岛观察、记录鸟类的情况，尤其

要寻找中华凤头燕鸥繁殖的幼鸟，

跟踪观察其成长情况。

“7月7日，我们在一丛灌木旁
发现了一只陌生的中华崽崽。雪白

的羽毛，炫酷的眼线，年龄和Y7相
仿，从此得名眼线崽（请记住它现

在的样子）。”

“7月 2日，Y11离巢后的第一
天，我们在巢位不远处的草丛旁发

现了它。此时它脸上有着炫酷的眼

影，我们给它起名字叫杰克。”

在“保护神话之鸟”微信公众号

里，孙嘉徐和同事一直在更新“五峙

山的崽崽们”推文，记录她们观测到

的幼崽，并在科研编号之外，一一给

它们取了名字。每每在监控中发现这

些幼鸟的踪迹，孙嘉徐都要马上截图

存档。她将这种体验叫作“养成系”。

微信的推文里，有生之喜悦，

也有逝之哀伤。

“7月3日，杰克死了。亲鸟叼来
鱼想要喂幼鸟，但幼鸟毫无反应。

亲鸟还没有意识到崽已经死了，还

试图呼唤、喂食、给崽遮阴。”

“哪怕保护区隔绝了人类、老鼠

和蛇的伤害，鸥崽崽还是太脆弱了。

大凤头、黑尾鸥、游隼、台风、饥饿、疾

病，都可能会带走它们。”

今年繁殖季，孙嘉徐和其他志

愿者在五峙山保护区内，共发现中

华凤头燕鸥37巢，目前孵化成功的
有16巢。她们对此作了详尽的登记
追踪，留下了5000余张照片，记录下
的纸质档案，叠起来有3厘米厚。

眼下，今年五峙山鸟类的繁殖季

即将结束，孙嘉徐有了新目标，“我的

专业是兽医学，现在正在读研一，今

后想从事野生动物救助工作。”

“神话之鸟”五峙山列岛安家记

阴驻定海记者 吴建波
通讯员 王思涵

本报讯 皋泄村由原皋泄、

富强、弄口等3个村合建组成，是
我市香柚、晚稻杨梅的主要产

地。历时两年多编写完成的《皋

泄村志》近日出版发行，这是定

海区单独成书出版的首本村志。

据了解，总共332页的《皋泄
村志》，全面记述了皋泄自唐代

以来的历史沿革、环境资源、人

口姓氏等，并以人、事、物为对

象，还原了皋泄村的历史风貌，

揭示了时代变迁的历史轨迹，将

对研究舟山海岛农村历史提供可

靠的依据和借鉴。“编纂村志，记

录乡村变化，已成为挽救村落文

化的一种有效方式。”为该村志作

序的宁波大学教授钱茂伟表示。

皋泄村党委书记苏明英告

诉记者，部分乡贤出资赞助了

《皋泄村志》的编写，受到村民

好评。目前尚有一批《皋泄村

志》免费提供给市民，可前往皋

泄村村委会领取，赠完为止。

阴记者 虞仁珂 通讯员 沈慧萍

本报讯 浙江省第七届青少年学生阳光
体育运动会排球比赛，昨天下午在舟山开赛

（见图）。接下来，来自各地市35支代表队的
600余名运动员将参加历时10天的赛事。

据了解，此次排球比赛由省体育局、省

教育局主办，舟山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舟山市教育局承办，舟山市体育中心

（舟山市全民健身中心）执行。比赛在舟山

体育馆、舟山市青少年体校举行，采取积

分制，各组别录取前八名，每场比赛采用

三局二胜制。我市选派了岱山高亭小学、

岱山衢山镇敬业小学、南海初中队、南海

高中队等4支球队共62名选手参赛。

阴驻六横记者 沃青青
通讯员 俞玮熠 王添豪

本报讯 8月 14日晚，“喜迎
亚运·潮涌双屿”六横双屿文化

节启动仪式暨广场舞大赛总决

赛，在普陀区六横镇政府外广

场火热开场。灯光璀璨的舞台

旁边，渔绳结、年俗画、渔民画

等非遗小铺及美食摊位一字排

开。村民们闻讯早早赶来，广场

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据了解，本次广场舞大赛

吸引了 35支 渔农 村代 表队、
400余名“舞”林高手报名参加

预赛比拼，最终有 13支队伍闯
入当晚的决赛。《我的生活》《中

国范》……伴着一首首节奏感

强、韵律十足的歌曲，各参赛队

伍轮番上阵，用舞蹈点燃激情，

赢得了台下阵阵掌声和叫好。

经过激烈角逐，蟑螂山社区代

表队和龙山新村代表队荣获本

次比赛一等奖。

六横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非遗活

动、体育赛事、文艺演出等一

系列活动，全力倡导全民健

身，促进群众体育文化活动蓬

勃发展。

舟山口岸今年首次进口
远洋自捕南极磷虾产品

阴记者 汪超群 通讯员 梁生灿

本报讯 8月14日，舟山海
关为一批总重 700吨的冷冻南
极磷虾及虾粉签发《入境货物

检验检疫证明》。这批货物由中

国水产有限公司所属的“龙发”

号远洋渔船捕捞并加工，也是

今年以来舟山口岸首次进口远

洋自捕南极磷虾产品。

据了解，此次投放到市场

中的原虾产品价格预计在每千

克50元左右，主要销往市外制

作虾皮、虾米等干货水产品，而

虾粉主要供企业提炼磷虾油和

甲壳素等保健食品原料。

“磷虾产品的进口，进一步

丰富了舟山远洋渔业基地的产

品链。”舟山海关监管一科科长

周炯林介绍，为保障进口冷冻水

产品快速通关，海关启动远洋自

捕水产品进境“绿色通道”，实

施“预约查验”“快速查验”“船

边直提”等通关便利举措，第一

时间完成船舶入境和货物通关

相关手续。

《皋泄村志》正式出版发行
尚有部分免费发放给市民

双屿文化节热闹启动

六横广场舞大赛“舞”比精彩

省青少年排球赛
在舟开赛

35支球队将参加为期
10天的赛事

阴记者 戎浩

本报讯 记者从昨天上午举行

的舟山市标准强市建设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 6月底，全
市拥有各类标准化技术组织 3个，
牵头和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129项、
行业标准 58项、浙江省地方标准 56
项，我市的标准化工作取得了长足

进展。

据了解，我市制定发布“品字标

浙江制造”标准44项、甬舟区域地方
标准3项、舟山市地方标准64项、县
级地方技术性规范14项、团体标准
20项；8项标准入围浙江省企业标准
“领跑者”名单。全市承担国家级标

准化试点项目12个、省级标准化试
点项目8个。全市174家企业完成国
际先进标准对标达标，累计 335家企
业通过国家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向社会公开标准2027项。
近年来，我市标准强市建设力

度持续加大。今年5月，市委、市政府

印发《关于推进标准强市建设的实

施意见》，实行“三补助一奖励”政策

奖补机制。其中，对牵头制定国际标

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浙江标

准”、浙江省地方标准、“品字标”标

准、甬舟区域标准的单位，分别给予

100万元、30万元、20万元、20万元、
20万元、20万元、10万元补助；对参
与制定国际标准的单位，给予最高

30万元补助；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的单位，给予最高15万元补助；对承
担组建国际、全国、浙江省、舟山市

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标准

创新基地）及分机构秘书处的单位，

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20万元、
10万元补助；对获得中国、浙江省标
准创新贡献奖，市标准创新重大贡

献奖、优秀贡献奖，标准创新型企业

的牵头单位，分别给予最高 100万
元、50万元、50万元、20万元、20万元
奖励；对通过国家级、省级、市级标

准化试点示范项目验收的牵头单

位，分别给予30万元、20万元、10万

元补助。

按照该实施意见，到2025年，我
市将实现标准供给由政府主导向政

府与市场并重转变，标准运用由产

业与贸易为主向经济社会全域转

变。“十四五”期间新增主导或参与

制定、修订国际标准 2项以上、国家
标准50项以上，培育一批行业标准
和“浙江标准”，新增“品字标浙江制

造”标准20项以上，新增地方标准30
项以上，承担国家级、省级、市级标

准化试点示范项目10个以上，新增
国际先进标准对标达标企业 120家
以上，新增自我声明公开企业标准

500项以上，争取承担国际、全国、浙
江省、舟山市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2家以上，
争取省级以上标准创新贡献奖实现

零的突破。
又讯（记者 虞仁珂 通讯员 丁

徽）近日，浙江省全面实施标准化战
略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定海区为浙

江省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质量效

益型）。定海区也是全市唯一列入试

点名单的县（区）。

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是持续深

化标准化改革创新，推动以高标准

助力高技术创新、促进高水平开放、

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近年

来，定海区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坚

持以高标准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先行理念，全面构建市场驱

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

与、开放融合的标准化工作格局。

2019年以来，定海区主导、参与制
（修）订国家标准32项，主导制定行
业标准 7项、地方标准 5项、浙江制
造标准13项，标准制（修）订工作走
在全市前列。

下一步，定海区将围绕五大产

业链，重点结合高端船舶与海工装

备省级特色产业集群核心区建设，

实现标准化试点创建工作与海工

装备项目深度结合，推进“标准化”

与“精益化”“绿色化”“科技化”协

同发展。

阴记者 汪超群

一名渔家妇女，用了整整15年，
卖了2700多坛糟鱼，还清了家中20
多万元欠款。她就是嵊泗五龙乡田

岙村渔嫂洪菊球，因诚实守信，获评

市道德模范。

“诚信是做人之本，虽然身体残

疾了，但我们的精神不能残疾。”10
多年前，洪菊球的丈夫在船上作业

时突发中风，靠亲朋好友相助，筹集

到了治病费用。

为了尽快还清欠款，身体刚恢

复的丈夫再度出海捕鱼。可惜好景

不长，因过度劳累、气候环境恶劣，

他二度中风。洪菊球不得不再次举

债为丈夫治病。

更令她心碎的是，在外求学的

儿子不幸遭遇车祸去世。洪菊球觉

得人生没有了意义，她整天以泪洗

面，一度想到了轻生。

可是，丈夫需要人照顾，欠下的

债务也未还请。“每一笔钱都是别人

的血汗钱，人家借给了我，哪有不还

的道理？”洪菊球告诉自己要振作。

洪菊球没有一技之长，身边

的朋友给她出主意：“要不试试卖

糟鱼？这个生意成本小，学起来也

省力。”

于是，洪菊球带着生活不能自

理的丈夫，从田岙村搬到了菜园镇，

住每月200元租金的出租房，在菜市
场租了一个摊位，从进货、制作到贩

卖，一人全部包了起来。

为了多卖一点糟鱼，洪菊球常

常半夜起床去码头进货，回家后迅

速清洗、腌制新鲜鱼，晾晒起来，天

不亮就赶往菜场出摊。到了饭点，再

匆匆跑回家喂丈夫吃饭。

“洪大姐做事、做人诚信有

道，这在菜市场是出了名的。”了

解到洪菊球家庭不幸的遭遇后，

摊主们常常会给她介绍生意。渐

渐地，酒店、快餐店的订单也纷至

沓来。

10元、20元、50元……除了日常
花销和丈夫吃药费用，洪菊球几乎

从不多花一分卖糟鱼的钱。卖不掉

的糟鱼搭配菜场里最便宜的蔬菜，

是两人餐桌上最常见的组合。

洪菊球有一本记账本，上面密

密麻麻地记着欠债人的名字和所欠

金额。每还清一笔债，她说自己的心

中都会轻松几分。

在卖糟鱼的第15个年头，她终
于划掉了最后一笔欠账单，“那一

刻，我心里想，以后可以抬头挺胸走

在大街上了。”

还清债务后，洪菊球和丈夫回

到了田岙村。多年的奔波劳碌让她

落下了一身“伤痛”。在村里的帮助

下，她找到了一份清闲的工作，给活

动中心开开门、打扫打扫卫生。

天气好的时候，她会带丈夫出

去走走。“以前为了还债，都没给老

头买过好吃的东西。现在条件稍微

改善了点，我会给他买点牛奶啥的

补充补充营养。”洪菊球说，生活再

苦也没关系，只要和家人在一起，她

就心满意足了。

市道德模范洪菊球：

她靠卖糟鱼15年还清20多万元债

近日，嵊泗大陆引水工程小洋山段，工人正在进行定向钻钻杆
回收作业。该工程是浙沪跨海供水合作项目，全长34.035公里，计划
明年7月完工输水。 摄影 记者 沈磊 通讯员 胡明明 余林

嵊泗大陆引水工程加紧推进

摄影 记者 姚凯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