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德清县阜溪街道总工会开展“探索科学奥秘

放飞科技梦想”暑期实践活动，小学生们走进德清地理信

息科技馆，近距离体验智能“黑科技”，感受科技魅力，丰

富暑期生活。

谢尚国 摄

乐享科技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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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政法融媒体中心 夏婉言
通讯员 王成挺 张雨点

本报讯 外壳刻画螺旋线的鹦鹉螺、形

似号角状的法螺、酷似唐代冠帽的唐冠螺

⋯⋯当众多螺壳制品一一摆放出来时，参

加移交活动的众人都忍不住惊叹大自然的

神奇。

7 月 19 日上午，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

院举行移交仪式，依法将案涉的 751 件螺

壳制品移交给舟山博物馆，用于科学研究

及展出。据悉，这是舟山博物馆建馆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生物标本移交行动。

这些螺可都不一般。其中，鹦鹉螺被

称为海洋中的“活化石”，是目前唯一一种

生活在海洋深处的软体动物；法螺的贝壳

长度可达60厘米，是珊瑚礁中最大的软体

动物之一；唐冠螺是世界四大名螺之一，数

量稀少。由于珍贵，鹦鹉螺被列为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法螺、唐冠螺被列为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打起了

它们的主意。

今年4月，定海法院审结了一起危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被告人罗某某在

明知鹦鹉螺、法螺、唐冠螺等系国家保护野

生动物的情况下，从 2016 年开始，通过线

上方式购买鹦鹉螺壳、法螺壳等，并通过网

店销售这些螺壳制品，金额达 156425 元。

2021 年 6 月，市场监管部门在罗某某店内

当场查获待销售的鹦鹉螺壳326只、法螺壳

246 只、唐冠螺壳 7 只，并将该案移送侦查

机关，随后罗某某自首。后来，侦查机关从

上线同案人员处又查获了一批螺壳。

本案共收缴鹦鹉螺壳 332 只、法螺壳

411 只、唐冠螺 8 只。根据这些螺壳制品

的鉴定价值，罗某某的行为属于情节特别

严重。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罗某某的

行为构成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依

法判处罗某某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4 年，并

处罚金 3 万元，追缴违法所得 5 万元，案涉

螺壳制品予以没收。

案件审理完毕后，如何处置这些螺壳

成了定海法院的当务之急。“如果得不到妥

善处理的话，它们将会长期积压在仓库

里。我们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相关主管

部门授权后，将这批制品移交给舟山博物

馆。”定海法院副院长张伟介绍说。

接下来，舟山博物馆将做好清点和入

藏工作，并开展一系列研究、展示和宣传。

据悉，2020 年 1 月至今，舟山全市法

院共受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刑事犯罪案

件 33 件，审结 29 件，包括涉非法捕捞水产

品，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等。“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我们将以此次合作为模板，协作深化打击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行为，规范野

生动物制品保护利用，推动形成守护生态

环境的联动机制。”张伟说。

法院与博物馆通力合作

751件珍贵螺壳制品觅得好去处

本报记者 陈岚 实习生 俞可薇
通讯员 傅楠 陈跃 徐敏

广袤东海之上，有一个陆域面积不足

3平方公里的小岛。

悉数它的历史，可以用“传奇”来形

容。这里曾诞生过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获得过周恩来总理亲笔签发的“农业社会

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国务院奖状。

2005年6月13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登上曾是“全国艰苦创业先进典型”

的舟山市普陀区蚂蚁岛。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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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蚂蚁岛人牢记总书记嘱托，整治

环境，升级产业，续写传奇。他们用扎实的

成绩赢得了“全国文明创建先进村镇”“全

国环境优美乡”“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

一系列国字号荣誉，以4000人的力量创造

了7亿元的年产值。

红色的基因传承，绿色的发展实践，蓝

色的共富梦想——自然界的“三原色”，在

小小的蚂蚁岛幻化出万千景致，绘就了蚂

蚁岛人彩色的幸福生活。

初次登岛，遇见热烈的红

从舟山沈家门码头坐船，大约半小时

光景，就来到了蚂蚁岛。盛夏阳光下，热力

四射的红扑面而来。红色的轮渡和码头，

红色的招牌和标语，以及红色的法治文化

广场⋯⋯处处彰显着这座小岛的红色基

因。

午饭时分，“三八海塘”对面的“蚂蚁排

档”餐馆座无虚席，68 岁的邹吉叶颠锅、上

菜，忙得热火朝天。客人中有不少都是奔

着这位“岛红”老板娘来的。上世纪 70 年

代，她因为打破婚礼陋习，成为当地戏曲

《八姑娘退彩礼》的故事原型，还组成了“六

姑娘石匠队”开山炸石，为修建海塘提供石

料。

提起修筑“三八海塘”的往事，当过突

击队队长的丁荷叶充满了自豪。76 岁的

丁阿婆满头乌发，精神矍铄。如今，她的身

份是岛上红色教育基地“讲故事队队长”。

“我们蚂蚁岛是缺粮区，粮食靠国家供

应。上世纪 70 年代初，为减轻国家负担，

我们决定围海造田。海岛上，都是男人出

海，女人持家，于是我们300多名年轻妇女

成了造海塘的主力军。夏天顶着热辣辣的

太阳，冬天冒着刺骨的海风，人拉肩扛，没

日没夜苦干，用 16 个月的时间，在滩涂里

垒起了这座‘三八海塘’。”

“三八海塘”的建成，使蚂蚁岛增加陆

域面积约 0.4 平方公里，围海造田近 500

亩。

而今，由“三八海塘”、人民公社旧址等

组成的蚂蚁岛精神红色教育基地，成了小

岛发展的新引擎。自 2018 年 6 月 13 日投

入运行以来，红色教育基地共接待游客

2449批次、77488人次。

深入海岛，满目苍翠的绿

高达 70%的森林覆盖率，使整座蚂蚁

岛常年绿意盎然，充满生机。从蚂蚁山下

拾级而上，会依次看到景色各异、功能分明

的观光林、经济林和防风林。

每天早上，62 岁的护林员盛成芬都要

沿着山上绿道转一转，看看父亲盛再堂带

着村民种下的香樟树林。“别看现在生态这

么好，我小时候，蚂蚁山是一座‘癞头山’，

山上是石岩，山下是沙滩。”

上世纪 60 年代，蚂蚁岛响应国家号

召，实施封山育林，把保护山林列入乡规民

约。蚂蚁岛乡林场场长盛再堂是那时造林

的领头人。受父亲影响，中学毕业后的盛

成芬也成为一名护林员。

为了守护来之不易的绿色生态，如今

的蚂蚁岛上没有汽车，可爱蚂蚁造型的电

瓶观光车是岛上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下转2版）

蚂蚁岛的“三原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