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电信“传承红色基因坚守为民初心”系列报道之六——

一串代码，万物互联。一根光缆，情牵万家。

70 年前，蚂蚁岛还是只有一个人的电信站，经过几代电信人

的不懈奋斗，从 2G、3G、4G 网络，现在已经部署了“三千兆”光

纤，奏响骨干央企勇担重任的海洋之歌。

蚂蚁岛只是舟山通信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远赴南太平洋捕

鱼的远洋渔船上，通过中国电信的海洋卫星，新闻联播和党课在渔

船上回响。智慧电信让医生“登上”渔船，精密智控给渔船“装上”

交通红绿灯⋯⋯在广阔的蓝色海洋上，中国电信打造红色引擎，砥

砺奋进炼初心，书写着更加令人神往的新篇章。

5G时代
奏响浙江电信勇担重任的海洋之歌
远在七千公里之外的南太平洋上，船员也能收看当天的新闻联播

通讯员 冯洁 陈富华 本报记者 张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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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之歌：
一根海底电缆
让与世隔绝的小岛链接全世界

蚂蚁岛陆域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从空中俯瞰，

形似一只蚂蚁，故名蚂蚁岛。

“这是我奋斗了 20 多年的地方，也是生我养我

的故乡。”从舟山沈家门到蚂蚁岛，一上小岛，闻到浓

浓的虾皮味道，林高红就知道回到了故乡，岛民热情

地用家乡话跟他打招呼。蚂蚁岛不大，骑自行车不

到半小时就能把岛逛遍。

1995 年，林高红通过招聘，成了中国电信驻蚂

蚁岛的唯一一名员工，一干就是 20 多年，直到几年

前，孩子要高考，才申请离岛去了沈家门。

“岛上一共4000多人，左邻右舍都是亲戚朋友，

想装电话或办手机套餐，喊一声就过去了。”林高红

说，一个人的电信营业厅，他既是营业员，又是线务

员，还兼任机务员。从最早的程控电话、拨号上网，

再到 5G 手机、千兆光宽带，他见证了蚂蚁岛通信事

业翻天覆地的变化。

蚂蚁岛是全国有名的虾皮之乡，但销售一直是

个难题。后来有岛民装上电话后，一下就把虾皮卖

到了全国，赚到了钱。“那时候装电话都要排队，我一

个人把电话线拉到村民家，再安装调试好，忙得都来

不及吃饭。”林高红说，电话让相对闭塞的小岛一下

子打开了眼界。

站在蚂蚁岛的东部，一根黑色电缆从海里“爬”

到了岛上。“别看这根电缆不起眼，蚂蚁岛的通信全

靠它，它可是海底光缆，从登步岛过来的。”林高红

说，在城市生活的人，可能对光缆没有太大的感触，

但光缆对蚂蚁岛的通信改变实在太大了。在通光缆

之前，蚂蚁岛的岛民用拨号上网，经常会遇到断网。

光缆一通，网速提升了上千倍，改变了以往微波传输

信息带宽狭窄、信号不稳定、台风季节通信常常中断

的状况，大大提高了通信的稳定性。

思乡之歌：
一颗海洋宽带卫星
大洋上的船员看上了新闻联播

5月25日，远在7000多公里之外的瑙鲁外的南

太平洋上，“海兴716”船上的操作台前，20多名船员

挤在甲板上，一边看当天的新闻联播，一边讨论着。

在一望无垠的南太平洋，新闻联播就像甘霖一样，缓

解了20多名船员的思乡之情。

“以前我们的船出去，跨越大半个太平洋，就跟

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除非有紧急情况，一般不会经常

跟总部联系。”舟山海兴远洋渔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龚

进交告诉记者，钓鱿鱼或金枪鱼的远洋渔船，一般都

在远离大陆 200 海里以外的公海作业，一出海就要

两年，之前由于卫星通信费用太贵，很多船员精神生

活很枯燥，一两年内看不到新闻。

“很多人远洋捕捞回来后感觉跟社会脱节了。”

龚进交说，为更好地服务海上卫星通信和数字化生

产管理需求，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在舟山设立了全国

海洋卫星运营中心，负责全国海上卫星通信的运营

服务。

现在“海兴716”已经开始了繁忙的金枪鱼延绳

钓捕捞作业。“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期

待你们能圆满完成捕捞任务。”龚进交在定海的总

部，直接跟“海兴716”船长论哥视频联系，通话过程

很流畅。

“我们已经安全抵达渔区，撒下延绳钓，开始作

业，保证完成任务。”船长论哥很激动，声音有些颤

抖。

生命之歌：
一个远程会诊平台
让医生“面对面”救治渔民

正在东太平洋公海作业的“新世纪 75”船上渔

民曾波腹疼难耐，船医立即“网约”相隔万里的舟山

医院医生乔玉丹会诊。乔医生通过远程视频指导船

医调整用药，并传送了诊疗建议。

“以前我们出海，都要提前买好药品，一旦在海

上有个头痛腹痛的，都凭着经验，胡乱吃点药。”曾波

告诉记者，海上医疗条件不比陆地，渔民有小病小痛

靠熬，难免小病拖成大病，甚至致残致亡。舟山现有

620余艘远洋渔船，有约1.5万渔民常年在公海渔场

作业。现在中国电信联合舟山市政府加快构建海陆

联动的公海医疗救助体系，借助舟山群岛网络医院

会诊平台，为渔民提供海上应急救治服务。

“通过电信宽带卫星的信号，在太平洋上的船员

体温、血压、心跳等基本数据，医生在医院都可以远

程看到，再跟病人沟通，就可以给出比较准确的治疗

方案，医生会指导用什么药。”舟山广华医院的蒋玮

院长表示，有了海陆联动的公海医疗救助体系，医生

跟船员相隔万里也可以“面对面”会诊。

海上渔业生产是安全事故的高发区域。海上渔

船作业区域通信覆盖差、通话接通率低是安全事故

发生和救助困难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中国电信浙江公司联合海洋卫星运营

中心运用卫星、AI 智能识别技术，在舟山试点推进

高危渔船“看得见”、“打得通”、“找得到”的精密智控

项目。试运行半年以来，高危渔船通讯接通率从

20%提升到 95%以上；80 多艘试点船只通过 AI 智

能识别，触发安全报警 400 多次，提前预警避免了 3

次可能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安全之歌：
一个智能视频管理系统
让海上有了“交通信号灯”

“02387、02387，船舶驾驶舱无人值守，请注意！”

4月28日，衢山镇万良合作社社长顾军，打开了智能

视频管理系统，提醒“浙岱渔02387”的渔老大柴央定

注意渔业操作安全，该船的经纬度、航速、航向都显示

在大屏幕上。“02387收到，马上去驾驶舱。”远在东海

捕捞的柴央定马上出现在了驾驶室的智能视频视线

里。没多久一艘货轮从渔船不远处驶过。

渔船发生海上重大安全事故，不规范的驾驶是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尤其是后半夜，海上作业疲乏，

经常会出现驾驶舱无人值守、值班人员打瞌睡等不

规范行为，造成安全隐患。岸上渔船安全管理中心

也因为缺乏有效的手段，无法及时监管纠正。

从2019年开始，岱山县衢山镇陆续在部分帆张

网等重点渔船安装智能视频管理系统，针对驾驶舱单

人驾驶、夜间无人值守、打瞌睡等不规范行为，进行智

能识别，并实时传送到渔业合作社值班中心。值班人

员收到平台告警后，第一时间联系海上渔船，及时排

除风险，一方面，大大缓解了合作社值班人员的压力，

另一方面，也有效提高了海上隐患的排查处置能力，

降低事故发生率。经过近两年的迭代和优化，目前

已经在80艘船上安装使用，系统运行非常稳定。

“这相当于海上交通有了交警，对船员也是一

种保护。”中国电信舟山分公司副总殷武伟表示，这

些渔船都安装北斗示位仪终端，实现所有船只位置

信息实时掌握，并在海洋渔业指挥平台上实时展

现，在海上事故抢险和处置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海洋卫星宽带让渔民找到致富路

通过智能管理平台与远洋渔船进行实时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