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雷蕾

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是海口

的传统渔村，这里有原生态的沙滩

海域、大海馈赠的时鲜、绚烂夺目的

落日，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纷至沓

来。去年以来，“造梦乌托邦”民宿、

辛生书屋、西海岸之光海岸赛艇营

地、醉夕阳音乐餐吧、度二咖啡等新

业态陆续进驻，让荣山寮村这座小

渔村“火”出圈。

美丽渔村引来市民游客打卡

10月 7日 20时许，随着数艘渔船

靠岸，荣山寮村的沙滩上热闹了起来，

等候在这里的鱼贩、网络买手和市民

游客围拢在满载而归的渔民身旁，迫

不及待地挑选着新鲜的海产品。不少

市民和家人好友将选购好的海鲜直接

送到村里的大排档加工，品尝刚上岸

的“海之味”，好不惬意。

选购海鲜的人群中还有荣山寮村

的“90后”新村民李政桐。多次前来

海南旅游的她，凭着对海岛的向往、对

文旅产业的热爱，2021年辞掉在贵州

一家国企的工作，来到海南创业。当

李政桐走进荣山寮村，蔚蓝的海面上

空，落日晚霞绚烂壮美，渔民在沙滩的

树荫下修补渔网，时间在这里仿佛按

下了暂停键，让她立刻喜爱上了这个

小渔村。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今年

3月，李政桐在荣山寮村海边的“造梦

乌托邦”民宿开业了。

轻松的休闲度假氛围、一览无余的

观海看落日视野，以及就地取材的渔民

现捕鱼获，通过李政桐的镜头在社交平

台时时更新，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

来，甚至有一些外地游客，因为喜欢这

里临时改变行程多住了几晚。

“这个村子算不上繁华，正是没有

过度商业化，才保留了那份纯朴。渔

民们出海捕鱼，沙滩上直接出售，都很

原生态，让我们这些想暂时远离大城

市喧嚣的人找到了可以给身心放个假

的‘桃花源’……”中秋国庆假期专程

带着妈妈到荣山寮村游玩的外省游客

小妍说。

推动休闲旅游与生态渔业融合

和李政桐一样，不少创业青年看

好了荣山寮村的发展前景，陆续有海

岸赛艇俱乐部、咖啡厅、露营基地等业

态落户小渔村。村民们也开起了农家

乐、餐酒吧、海鲜批发等店铺，装修自

家闲置的房屋出租给创业者。创业青

年们则利用擅长制作小视频的优势，

在抖音、小红书、大众点评等平台传播

小渔村独特的美。

“我们之前在上海经营两家赛艇俱

乐部，偶然的机会我们来到了荣山寮

村，发现了这块‘璞玉’，于是租下一栋

民房在这里开展赛艇运动，也在带领村

民转产，培训他们做赛艇教练和救生

员。”西海岸之光海岸赛艇营地主理人

陈宇告诉记者，近期他们将在村里举办

海岸赛艇赛事，届时会吸引不少热爱赛

艇运动的人士走进这里。

陈宇认为，荣山寮村靠近海口国

际免税城，毗邻新海港，交通区位优势

明显，海景美、沙滩好、渔获新鲜，非常

适合作为岛外游客来海南的首站或离

岛前的最后一站。

对荣山寮村的未来发展，这些“新

村民”也有自己的思考。他们希望在

不破坏村子原有渔业和生态的前提

下，开发休闲渔业等特色项目，营造出

更多消费新场景，带动当地村民在家

门口就业致富，建设“和美渔村”。

“期待更多有情怀的创业者落户

荣山寮村，发挥新老村民的创造力，一

起抱团发展，推动休闲旅游与生态渔

业融合，打造海口文旅新 IP，走出一

条具有荣山寮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荣山寮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符

德关说。

临时用地一般不得占用永久基

本农田，确需占用的，必须能够恢复

原种植条件，并符合有关规定。

一 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本报 10月 13 日讯（记者张熙
宇）10 月 13 日是第 34 个国际减灾

日，主题是“共同打造有韧性的未

来”。近年来海口深入推进防灾减

灾工作，不断提升应对各类突发事

件的快速反应能力，以实际行动护

航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我市加快推进海口市综合应急

物资仓储项目和海口综合应急物资

储备中心项目建设，“南北呼应、就近

调配、覆盖全市”的仓储布局取得重

大突破；海口市森林防火 5G监测指

挥平台建设、海口市森林消防队伍能

力提升等一批防灾减灾项目取得重

大进展。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应急物资储备上，该局先后

与美团、海南复星商社等 5家企业签

订应急物资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实

现我市物资仓库实储、协议储备、电

商储备多元化储备的保障能力。

我市建立极端天气防

范应对“两机制、一指引”，

在全省率先出台《海口市

应对极端天气停课、停工、

停业、停运、停航和关停旅

游景区工作指引》。目前，

我市已整合灾害信息员、

群防群测信息员、气象信

息员，建立“多元合一”应

急信息员队伍，整合组建

市、区、镇（街）、村四级应

急信息员队伍852名。

海口深入推进防灾减灾工作

一批防灾减灾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风险防范机制

我市突出抓好地震监测预报预警

和地震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为打通地

震预警服务“最后一公里”，我市已完成

金盘地震观测台仪器设备升级改造，组

织开展海口地区活动断层流动监测，安

装5套地震预警服务终端设备。我市还

充分利用公园、绿地、学校操场等设置

临时避灾场所及灾害转移安置点，建成

300 个防空防灾临时疏散场地。今年

来，成功创建3所国家级、4所省级防震

减灾科普示范学校，1 个全国综合减灾

示范社区。

防震减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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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甸二东路与海甸东一街
南进口晚高峰将禁止左转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赵莎）为缓解海甸二

东路与海甸东一街交叉口交通拥堵，保障海甸二

东路及进出海甸岛车辆正常通行，确保道路交通

安全、有序和畅通，10月16日起，海口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将对海甸二东路与海甸东一街南进口晚高

峰实施机动车禁止左转。

16日起，对驶入海甸二东路与海甸东一街交

叉口南进口的左转车辆引导右转绕行，禁止左转

时间段为17:30-19:00。交警提示，途经车辆请严

格按照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通行，服从交警指

挥。如有疑问，可拨打 24 小时咨询电话 0898-
66796624进行咨询。

首届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
创新合作论坛24日启幕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汪训波）10月 24日
至25日，由海南省科技厅联合多部门共同举办的

首届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创新合作论坛暨深海技

术创新大会将在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举行。届

时，近 20个国家 170家机构约 400名代表共聚一

堂，就深海油气矿产资源开发与利用、深部生命科

学研究等领域开展探讨交流。

本次论坛活动以“聚焦深海、共创未来”为主

题，设置深海技术创新大会、深部生命国际论坛、

西太区域蓝碳合作与中国蓝碳发展论坛、深海矿

产资源利用和保护国际论坛，以及第五届中国海

洋工程设计大赛总决赛、深海先进技术展暨中小

型海洋高新技术企业应用场景与创新技术发布会

等多个平行论坛和配套活动。

海南具备开展深海研发和试验的天然优势，

近年来正在积极谋划多元化全球海洋领域合作模

式。本次论坛将搭建面向全球合作的深海科技交

流平台，以国际化的视野强化海南与国际重点国

家、地区在科技创新创业、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

作，促进海南海洋蓝色经济和海洋未来产业的发

展，为建设高水平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贡献强

劲科技力量。

“椰城游礼”旅游
商品展销嘉年华举办

本报10月 13日讯（记者祝勇）今天下午，

2023年“椰城游礼”旅游商品展销嘉年华暨海口

旅游商品设计大赛成果展在百方购物中心广场举

行，海口旅游商品设计大赛评选出 1个金椰奖、2
个银椰奖、3个铜椰奖。

本届海口旅游商品设计大赛由海口市旅文局

主办，于7月1日正式启动。大赛吸引了百余名独

立设计师、文创工作室、旅文企业参与，共收集了

106件参赛作品。最终，《海口城市文化印记冰箱

贴》获得金椰奖。

2023年“椰城游礼”旅游商品展销嘉年华通

过海口旅游商品设计大赛颁奖典礼、获奖商品展

示区和优秀商品投票区、嘉年华市集、中国旅游商

品设计大赛海口获奖商品展示区、“这一口 很海

口”美食区、非遗展销区、潮流打卡区等活动，充分

展示海口特色美食、文化、旅游资源。

随着夜幕降临，活动迎来了客流高峰，各展区

前市民游客络绎不绝，“这一口 很海口”美食区有

海南老盐饮品和糟粕醋等风味十足的小吃，给市

民游客带来多层次、多维度的美食体验。

海口市旅文局副局长蒋祖华表示，将利用好优

势资源，加快打造文化附加值高、市场竞争力强、品

牌影响力大、海口特色突出的旅游商品体系，进一

步提升海口旅游商品的原创力、研发力、生产力、品

牌力，叫响“椰城游礼”品牌。据了解，“椰城游礼”

旅游商品展销嘉年华将持续至10月15日。

《这里是海南：秘境寻踪》
第四季上线
向全球受众讲述海南生态保护故事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龙易强）经过 3个多

月的拍摄和制作，13日上午，《这里是海南：秘境

寻踪》第四季全球上线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海

内外100多家媒体、社交平台进行宣传。当天，第

一集《溪流霸主》同时播出，该集记录了生活在吊

罗山山涧溪流中的平胸龟。

《这里是海南：秘境寻踪》第四季从10月13日
正式播出，每周更新1集，计划播出12集。摄制组

走进鹦歌岭、霸王岭、尖峰岭、吊罗山、黎母山等

地，将镜头对准海南热带雨林里的多个旗舰物种，

展示鲜为人知的雨林生态。

海南省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刘钊军介绍，

《这里是海南·秘境寻踪》系列微纪录片聚焦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生物多样性和原真性。前三

季共48集，全球总播放量已超1.8亿次，上线以来

好评不断，荣获中宣部优秀外宣视听产品等多项

国家级殊荣。今天全球上线的第四季，以打造海

南自贸港优秀外宣作品为目标，向全球受众讲述

海南生态保护故事。

《这里是海南：秘境寻踪》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

部指导，海南省林业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

理局、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出品，海南国际传播

中心主创，海南富力首府支持。该纪录片以海南一

流的自然生态环境展示为基底，以微观的视角，通过

挖掘海南独特的人文地理，记录海南的生态自然资

源和海南热带雨林物种、科研保护，向世界展示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和生物多样性的丰硕成果。

本报 10月 13 日讯（记者刘晓
婵）10 月 14 日是第 54 个世界标准

日。10月 13日上午，海南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联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在海口举办“实施标准化战略，助力

自贸港建设”2023年世界标准日主题

活动，进一步传播标准化理念。

会上发布了海南自贸港农业标

准与技术性贸易措施数据平台、海南

省标准化试点示范典型案例，颁发农

业农村标准技术审查专家库专家证

书并宣布海南省国际标准化人才专

家智库备选专家。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标

准化工作，出台了《海南省贯彻落实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的实施意

见》，提出13项标准化行动，全面开启

标准化支撑海南自贸港建设新征程，

《海南省标准化管理办法》于今年1月
1日起施行，全省标准化各项工作有

序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

目前，海南已有 3家国际标准化

组织国内技术对口单位，成立了综合、

旅游、椰子和槟榔等 7个省级专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构建绿色标准体系

服务“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构

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标准体系服

务“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针对海

南重点产业和社会管理需要，研究构

建椰子、咖啡、香料等16个标准体系。

海南已制定和发布地方标准686
项，现行有效地方标准 547项，推动

17个企业产品标准达到国际先进标

准技术水平，5个产品获得企业标准

“领跑者”证书；建设国家级标准化试

点示范项目 154个、省级标准化试点

示范项目 139个，涌现出海南雷丰芒

果农民专业合作社、海南省托老院、

海口市社会福利院等一批标准化试

点示范典型单位。

海南制定和发布地方标准686项
实施标准化战略助力自贸港建设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曾昭
娴）为增强海南省北部区域应对突

发登革热疫情的应急处置能力，10
月13日，由海口市卫健委主办的海

南省北部区域 2023年输入性登革

热疫情处置应急演练在海口市疾

控中心举行。

本次演练以模拟医院接诊1例
本省外市县近期有国内风险地区旅

游史的发热患者，被诊断为登革热

临床诊断病例为背景，要求各职能

单位作出应急快速反应，并进行模

拟现场综合演练。通过演练，不仅

检验我省北部区域市县应对登革热

疫情的应急处置能力，也锻炼了基

层应急队员协作配合能力，充分认

识登革热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

海口举行输入性登革热
疫情处置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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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进一步规范临时用地管理

支持采用银行担保函
代替预存土地复垦费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黎越 通

讯员尹建军 陈石）海南省自然资源

和规划厅日前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

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进一步规范

临时用地管理，明确临时用地使用范

围、严格临时用地选址和使用期限、

优化临时用地申请和审批、落实临时

用地复垦责任。

《通知》明确优化临时用地申请

和审批，落实临时用地复垦责任。复

垦期限方面，增加可视土地复垦规

模，适当缩短复垦期限的规定。鼓励

复垦为耕地，并可对临时用地使用人

进行合理补偿和奖励。支持采用银

行担保函代替预存土地复垦费。加

强临时用地批后监管和临时用地复

垦监督检查，对超范围使用、不按批

准用途使用的，做到早发现、早制止。

海口荣山寮村吸引新业态进驻

渔村美“出圈”游客变“留客”

荣山寮村已成为市民游客游玩观光尝“鲜”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石中华 摄

严格临时用地选址和使用期限

临时用地应避让生态保护红

线，确需在生态保护红线内选址

的，应参照临时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规定办理，严格落实恢复责任，涉

及自然保护地的，应征求林业部门

或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意见。

二 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控

临时用地选址应避让地质灾

害高风险区、隐患点。

三 强化安全生产

直接服务于铁路、公路、水利

工程施工的制梁场、拌合站，需要

临时使用土地的，其土地复垦方

案通过论证，业主单位签订承诺

书，明确了复垦完成时限和恢复

责任，确保能够恢复种植条件的，

可以占用耕地，不得占用永久基

本农田。

四 保障基础设施项目辅助工程用地

明确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因建设周期长需要

继续使用的，在不改变用地位置、

不扩大用地规模的条件下，市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或行政审

批部门）可以审批同意继续使用，

总使用期限不得超过四年。

五 做好政策衔接和遗留问题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