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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经济圈推动51项政务服务“跨市县通办”

拓展政务“朋友圈”
事项跨区域轻松办

对接市场需求
培养咖啡人才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梁冰）记者从澄迈县委宣传部获悉，近日，该县举

办2023年澄迈县“工会杯”咖啡师技能竞赛，以赛促学，发掘和培养咖啡产业

人才。

近年来，澄迈福山咖啡产业快速发展，专业性的咖啡师培训活动频繁

举行，涌现了一批专业性人才。澄迈县总工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近三年，

该县总工会累计培训咖啡师800余人。

在澄迈从事餐饮行业的咖啡爱好者岑梅环告诉记者，经过一年多的

培训、比赛，她对咖啡豆的种类、选取以及萃取过程都有不少了解。

随着澄迈咖啡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咖啡行业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也

随之增长。在此背景之下，澄迈县有关部门联动企业、院校、培训机构

等，以开设培训班、举办技能竞赛等办法，挖掘和培养咖啡产业人

才。以澄迈县福山风情镇为例，该风情镇自2013年起开始举办咖啡

培训班，先后培养了一批具有高级咖啡师资格的师资力量，吸引了

大批学员求学，为市场输送了不少咖啡行业人才。下一步，澄迈将

陆续开设咖啡培训课程和相关技能竞赛，提升从业者的职业技能，

挖掘更多行业人才。

养殖特色水产
优化产业结构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曾昭娴 通讯员宋艳菲 符式飞）

“六水共治”工作开展以来，文昌市坚持生态治理和发展渔业

产业有效结合，通过引进养殖澳洲淡水龙虾等项目，进一步

促进名特优品种的养殖比重，推动文昌市农业结构调整和优

化，给当地养殖业带来新的效益增长点。

日前，记者在海南首丰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水产养殖项

目现场看到，千亩太阳能板静静地矗立在鱼塘上，太阳能板

下，鱼塘水面层层的水波荡漾开来，水产养殖项目的工人坐

着简易“小船”，给鱼塘里的澳洲淡水龙虾喂食。海南首丰

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敏介绍，该项目在文教镇和

昌洒镇的交界处规划建设水产养殖总面积3000亩，其中包

括建设标准化养殖塘、大棚养殖、保种育种等。

澳洲淡水龙虾原产于澳大利亚，虽外形酷似海中龙

虾，但生活在淡水中，故被称为淡水龙虾，是名贵经济虾种

之一。近年来，澳洲淡水龙虾引进人工养殖，其生长期在

5个月左右，个体较大，一般重 100克至 200克，富含蛋白

质。在文昌，因其地理位置、气候、雨水等优势，澳洲淡水

龙虾可以反季节养殖，市场前景广阔。

据了解，海南首丰水产科技有限公司采用渔光互补

生态养殖方法，推广采用生态无公害渔业养殖技术，通过

养鸡、猪、鸭、鹅，种草和利用水体原有的生物资源，开展

澳洲淡水龙虾渔光互补的生态养殖；通过提早合理放养、

科学投饵施肥和防治虾病、轮捕轮放等技术，将池塘中的

立体生态健康养殖技术推广应用到塘坝中，以此发挥资

源的经济效益。

据悉，该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带动 8000余亩罗非鱼

养殖产业转型升级，可为农户提供优质苗种，带动地区发

展特色水产品养殖，丰富城乡“菜篮子”，进一步满足人们

对水产品的消费需求。

推动体制改革
传承琼剧文化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祝勇）11月1日，定安县琼剧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揭牌成立，标志着定安县琼剧团体制改革跑

完了“最后一公里”，也标志着定安琼剧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据悉，定安县琼剧团成立于 1953年，至今已走过 70年
发展历程，而定安县琼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则是在原定安

县琼剧团的基础上成立，主要承担琼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

究、传承和展示展演等工作。定安县琼剧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的成立，更好地保障了定安琼剧演员们的基本权益，也让

大家对琼剧的发展更加充满信心。

“推动琼剧在海南乃至全国的传承与发展，让琼剧这一

瑰宝能够更好地为大家带来艺术的享受。”定安县琼剧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编剧、演员徐姝璟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强对

琼剧传统剧目的保护和传承，注重培养年轻一代艺术人才，积

极推动琼剧与现代表演艺术的融合，让琼剧更好地适应时代

的需求。

定安县是琼剧的发祥地之一，被誉为“琼剧之乡”，定安琼

剧文化氛围十分浓厚、琼剧优秀人才辈出。今年，定安还将升级

“琼剧嘉年华”活动，探索打造卜效村琼剧之家，加深群众对琼剧

的理解。同时，探索琼剧+美食体验模式，深入发掘“吃牛肉、赏

琼剧”市场；不定期举办琼剧擂台、琼剧文化沙龙等活动，强化群

众琼剧的体验感；推出琼剧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进工地等活

动，推动琼剧“村晚”标准化。

盘活撂荒土地
做强富民产业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王子豪 特约记者陈晓林）近日，在屯昌县南

吕镇落根村，一片片稻田满目金黄，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一台大型水稻

收割机穿梭在稻田中，切割、脱粒、粉碎稻秆，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

记者了解到，连日来，落根村400亩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抢

抓农时，积极组织机械力量进行收割，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粮农丰产丰收。

“以前村里撂荒地比较多，现在通过整合土地资源，带动村里产业调

整，撂荒地盘活了，农民和集体经济都有了收入。”落根村党支部书记陈有琼

告诉记者，落根福米是落根村一大特色优势农产品，近年来，通过土地流转

承包、农民自愿参与等方式，落根村整合出350亩农田，采用村集体+公司+农
户+订单的合作模式发展水稻种植集体产业，成功注册本地品牌，今年产量也

达到了预期水平。

陈有琼介绍，落根村日照充足，水源丰富，具有种植优质水稻的环境优势。下

一步，落根村将以市场为导向，致力打造绿色、优质稻米品种，积极引进新品种，科

学培育，生态种植，进一步提高“落根福米”品质，做强富民产业，助力农民增收。

“‘跨区域通办’让我们足

不出海口就可以办完并当日出

证，办事流程和审批效率都非

常高。”日前，人在海口的定安

天龙果菜苗培育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柯海燕，收到了来自定安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审批通过的

施工许可证电子证照。这也是

“海口经济圈”首个顺利落地的

“跨市县通办”施工许可证。

随着今年 5 月《海口经济

圈政务服务“跨市县通办”合作

协议》的出台，海口市、澄迈县、

文昌市、定安县、屯昌县、琼海

市 6 市县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外商投资项目备案等 51 项个

人及涉企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

现“跨市县通办”，海口经济圈

内经营主体和群众异地办事更

加便利，便捷贴心的政务服务

受到办事群众的大量好评。

□本报记者 曾昭娴/文

孙士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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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跨域办理堵点

降低企业办事成本

强化政务协同
提升服务质效

①在龙华区政府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为

群众办理“跨市县通办”业务。

②在琼山区政府服务中心，市民咨询相关
政务服务事项。

①①

从前，很多居住在海口，但

工作地点在周边市县的企业工

作人员，想要办理企业事项需

要“多地跑”“折返跑”，不仅花

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影响

了办事效率。如今，“跨市县通

办”举措则有效解决了海口经

济圈内经营主体和群众异地办

事困扰，加快推进海口经济圈

政务服务一体化进程。

谈及新政策对公司带来的

利好，海南煌上煌食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张莹莹深有感

触。今年6月，该公司位于定安

县的一个工地拟申请规划许可

证，按照以往的规定，公司相关

负责人需向定安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递交相关材料申办。“有了

‘跨市县通办’政策，省去了我

们专程去一趟定安的麻烦。”张

莹莹告诉记者，规划许可证的

整个办件过程非常便捷，在申

办过程中工作人员热情贴心地

指导其准备材料和填写信息。

澄迈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澄迈是海口经

济圈的一部分，尤其是老城科

技新城到海口仅半小时的车

程，两地群众、企业有大量交

流，推进两地政务合作，使得企

业群众办事便捷性得到提高，

有效解决两地“折返跑”的问

题，“下一步我们会加强系统互

认建设，加强人员的培训，将更

多的事项纳入海口经济圈的政

务服务中，惠及更多企业。”

为了提高企业办事体验，

让经营主体“少跑路”，海口还

建立了视频指导、帮办、代办工

作机制，依托省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支撑全流程全环节网上

服务的远程办理，将“线下实体

窗口”延伸为“线上视频窗口”，

市民不出家门即可享受工作人

员亲切便民无障碍的一对一、

面对面无接触视频连线服务。

海口经济圈各市县相关部

门协作，扩大申请材料邮寄和

结果物送达业务区域范围，完

善物流、支付等配套服务，建立

异地收寄件机制，逐步实现海

口经济圈内办事企业群众足不

出户即可享受跨区域

政府付费“邮寄办”服务。与此

同时，海口推进政务服务“自助

就近办”，收集汇总海口经济圈

各市县拟上线自助机事项，由

省营商厅开发后上线自助机，

实现“自助就近办”。

海口市政务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跨市县通办”是构

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是实现便民服务的重要载体，

通过线上线下帮办、代收代

办、视频指导办、自助办、异

地办来实现异地收

件、属地审

批、

邮寄送达、“跨市县通办”的服

务模式。下一步，海口将持续

聚焦群众关切、高频刚需，强

化与海口经济圈兄弟市县的

工作协同，推动海口经济圈横

向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将更

多个人服务和经营主体生产

经营高频事项纳入“跨

市县通办”范围。

□本报记者 曾昭娴

政务服务改进“一小步”，

便民惠企前进“一大步”。政

务服务事关“大民生”，其便

利性关系着市民群众幸福指

数，“少排队”“少跑路”“少流

程”的政务办理方式，能够有

效提高办事群众的获得感和

满意度。如今，海南自贸港建

设蓬勃兴起，高效的政务服

务能够持续促进社会经济发

展，因此，海口经济圈的政务

服务跨区域通办不仅是民心

所向，也是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迫切需要。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民有

所求、政有所为。让政务服务

跨区域通办带来的利好落在实

处、惠及更多企业群众，还需要

区域县市及相关部门通力合

作，加快推动政策落地，综合运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手段，推动形式更多、范围更广

的服务事项纳入跨区域通办项

目。同时，通过“下基层”“纾民

困”等方式，深入了解群众心

声，推动更多高频事项异地通

办实现“掌上办”“指尖办”，丰

富办事渠道、强化业务协同，推

动海口经济圈政务服务能力、

社会治理水平“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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