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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荒事业铭刻党史，垦荒精神历久弥新。昨天下

午，第五届大陈岛垦荒精神理论研讨会在椒江开幕。研

讨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专题片《红色根脉——大陈岛

垦荒精神》，有关专家学者和老垦荒队员代表围绕“建

党百年与垦荒精神”主题作主旨发言，深入探讨大陈岛

垦荒精神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擘画未来发展蓝图。

大陈岛是有着红色记忆的“东海明珠”。1956年，

467名青年响应团中央“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的号

召，登上大陈岛垦荒，将满目疮痍的荒岛变成了青春奉

献的热土。从那时起，“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

开拓创新”的大陈岛垦荒精神应运而生，并逐步发展为

与伟大建党精神、红船精神、浙江精神一脉相承的台州

城市精神。

研讨会现场，一件件陈列在透明展柜里的垦荒物

品，诉说着那些岁月的热情、汗水和梦想。感慨万千的

同时，与会嘉宾们也坚定了传承和弘扬垦荒精神的决

心。

站在建党百年这个历史性节点，中宣部《党建》

杂志社副社长李小标深有触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

民群众自力更生的历程，就是‘垦荒’的历程。”如今，

大陈岛垦荒精神既是浙江“红色根脉”的重要组成，

也是中国革命精神谱系的一部分，进一步推动大陈

岛垦荒精神在更广领域、更高层面的探讨，更具有深

刻价值。

“生命之树常青，垦荒精神不老。”如何让它历久弥

新？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社科联主席盛世豪则表

示，要在更宽广的格局视野中，讲好垦荒、革命和英雄

故事，不断增强其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同时，用好用足垦荒精神中的奋斗、创业、图强、创

新等元素，通过全媒体手段、大众化语言、艺术化形式，

打造更多青年喜爱、刷屏热传的融媒体产品，巩固社会

主流价值，引领青少年健康成长。

立足当前，展望未来，台州已经走上第二个百年的

奋斗新征程，开启新时代翻篇归零的“垦荒”。我市将以

此次研讨会为契机，继续用垦荒精神砥砺初心使命、引

领干事创业、创造美好生活、浸润城市文明，为打造新

时代文化高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作出精神贡献。 记者 王艳

第五届大陈岛垦荒精神理论研讨会昨在椒江开幕

守好“红色根脉”，新征程新垦荒

金延锋

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浙江省关工委副主任

党史学习教育省委第三巡回指导组组长

都说大陈岛垦荒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一脉相

承，时至今日，全面深入系统研究大陈岛垦荒精神，

其实就是守好红色根脉的基础。

如何联结两者？金延锋给出了相关建议。

在研究大陈岛垦荒精神时，和中国共产党百年

历史相结合。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

民努力建设家园，大陈岛垦荒就是其中一个缩影。

“今天，青年人也要学习垦荒者和守卫员的精神，了

解和掌握建党百年历史，做好新时代建设者。”

百年史诗，精神为源。研究大陈岛垦荒精神，还

要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相结合。该谱系实践贯穿

百年历史，内涵覆盖多个方面，地域涉及全国各地，

与大陈岛垦荒精神时间相同，内涵相似。比较研究，

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其内涵意义。

“红色根脉还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可与大陈岛垦荒精神结合研究。”金延锋表示，大陈

岛垦荒精神就是优秀文化传统之一，它们从生产生

活中衍生，也在时代淘洗下进一步发展。因此，守好

红色根脉，就是守好精神家园。

垦荒精神与红色根脉 垦荒精神与共同富裕

何文炯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最近一年，全国重点关注共同富裕和民生保障。

要实现这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人

持续不懈地努力，更需要创业、创新和奉献精神。而

这些，都能在大陈岛垦荒精神中找到。

何文炯认为，当前，我国已从总体上告别贫困，

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但发

展不充分、不均衡，存在贫富差距等问题，仍是阻碍。

倡导“艰苦创业”的大陈岛垦荒精神，将帮助国家提

高经济实力，实现社会、技术、管理等各领域的再突

破。

实现共同富裕，创新发展是关键。“国家要在关

键技术、市场经济体制、管理机制和服务机制方面做

到‘开拓创新’，提高自主创新效率，增强核心竞争

力。”何文炯说。

此外，60多年前，大陈岛垦荒队员面对艰苦生

活，没有抱怨只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今天同样有

助于调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进步中前无古人的伟

大创举，也是一种新时代“垦荒”。青年们要迎着

时代潮流，继续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实现共同富

裕的愿景。

吴华丁

椒江区委副书记、区长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精神是永恒的推动

力。”这句话，吴华丁始终记在心里。

近年来，围绕建设“小康的大陈、现代化的大

陈”，椒江在大陈岛垦荒精神的激励下，高标准打

造“东海明珠”，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成绩单”。

国家级党性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等

红色阵地红动全国，红色研学竞相开展；台州乱弹

《我的大陈岛》首次献演国家大剧院，得到社会各

界一致好评；海岛游持续升温，大陈荣获全国文明

镇、“中国大黄鱼之都”……

“当前处于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新征程，我们已经抓紧挖掘和整理《垦荒精神图

片册》等一批历史遗存。”吴华丁说，另外，椒江也

在大力推进垦荒剧场、青垦文化展陈馆等项目建

设，持续开展垦荒精神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等

活动，推动垦荒精神深化、物化、活化。

接下来，岛上还将加快推进水上飞机通航，推

进深海黄鱼养殖、大陈岛人工鱼礁，支持海岛文化

产业发展，构建多层次海岛旅游餐饮产业，打造中

国海岛现代化建设的示范“窗口”、长三角和浙江

大湾区的璀璨明珠。 记者 王艳 整理

建设现代化大陈的新征程

每一届研讨会，都是一次思想的盛宴。现场大咖云集，既有深耕大陈岛垦荒精神的研究学者，也有台州高质量发展的现代

化建设者，更有立足时代前沿的高校专家教授。记者从中摘录并整理出部分嘉宾发言。

嘉宾说

关键词 关键词 关键词

扫一扫，

了解更多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