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天上午，记者走进该基地的

孵化区看到，一只只小鹌鹑破壳出

世，欢快地“叽叽”叫着，吴淑政正忙

着将这批鹌鹑幼苗从孵化箱转移至

保温箱。

“这是基地的孵化区，目前我们

已经实现孵化育苗、收购、销售鹌鹑

蛋等产业环节‘一条龙’式发展。”吴

淑政边带记者参观厂房边介绍，

2007 年，他萌生了返乡创业的想

法，经过调研，决定发展饲养周期

短，且具有投资少、好饲养、见效快

等特点的鹌鹑产业，并成立了“海口

冯惠政种养专业合作社”。

为推动鹌鹑产业发展，旧州镇

政府在池连村试点推行“堡垒党支

部+特色党小组+头雁党员”机制，

通过在产业一线充分发挥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以实绩实效着力推进

特色农业产业化建设。

“依托党建引领，我的养殖专长

得到充分发挥，鹌鹑产业逐渐发展

壮大，成为村里的重要产业之一。”

吴淑政告诉记者，经过十多年的发

展，当前该基地占地面积约 30亩，

厂房面积约 3000平方米，目前存栏

15 万羽鹌鹑，日产鹌鹑蛋 2000 公

斤，鹌鹑蛋被销往全省各地。

□本报记者 龙易强/文 石中华/图

眼下，正是海口水稻收获的时节，6
月7日上午，位于龙华区城西镇大样村的

一处田地内，水稻同样迎来丰收。与普

通稻田有所不同的是，该田地采用了“水

菜花—水稻”共生型湿地种植方式，产出

的是“生态稻”。

这里是羊山小微湿地保护与利用

坡崖示范基地，当天，记者走进湿地，眼

前金黄的稻穗低垂着脑袋，在绿色稻叶

的映衬下十分显眼。基地负责人、“90
后”湖南小伙周缘领着几位村民，在田

间弯着腰，忙碌地进行水稻收割。稻田

周边的沟渠里，小巧洁白的水菜花顺着

水流摇曳，迎着阳光舒展，定睛一看，金

色的花心上，还有勤劳的蜜蜂正忙着采

集花粉。

今年 68岁的周光正，是周缘从村里

请来的帮工。他一边将一筐筐稻谷从田

里搬上岸，一边忍不住侧头去看那些漂

浮在水面上的“小白花”。记忆里，这种

花曾经在羊山水库生长得比较多，现在

被复育在稻田里，他一直没法理解年轻

人周缘的做法。

一个外省年轻人到村里来

种田，更令周光

正费解：

“种田不赚钱，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出去打

工了。”

种田不赚钱？周缘不这样认为。“你

别看我的水稻还在田里，但是早有人向

我下了订单，生态大米一斤的零售价可

达10元以上。”周缘笑着告诉记者。

市价每斤3元左右的大米，在周缘手

中一跃成为“金饽饽”，“财富密码”在哪

里？“大米能卖出好价钱，靠的就是这些

水菜花。它们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对

水质要求非常高，有‘水质监测员’的称

号，只有在生态环境良好的地方才能生

长。”周缘指着围绕在稻田四周的水菜

花向记者介绍道，好大米源于好水质，

稻田里的水菜花，犹如一把“生态标

尺”，其生长对施肥、打药、农田管理“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有了水菜花的

“监督”后，周缘种出来的水稻一跃成为

“生态稻”。

“四周种水菜花，一年要少收几担稻

谷。”看见年轻人精心侍弄农田，“老一

辈”农人周光正这样热心提醒对方。

对于产量减少的问题，周缘一点儿

都不担心：“目前我们的产量确实会减少

大约三分之一，但是稻米品质提高了，售

价也会相应提高几倍。”

今年是周缘探索“水菜花—水稻”共

生型湿地农业的第2年，当前一亩地能产

出 600斤“生态稻”，社会反响良好，还吸

引了研学机构前来开展研学活动。“稻作

收益提高，农户的种植意愿增强，稻田弃

耕现象也会减少。”周缘说，他还在田埂

上种植了新品种木瓜、凉茶草、芋头等经

济作物。据介绍，该模式今年被相关部

门推选成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模

式之一，发展这一共生型湿地生态农业，

将进一步助力当地乡村振兴。

此外，该农业模式的生态价值也在

凸显。据统计，当前，海口仅有10余处小

微湿地稳定分布水菜花及其伴生植物，

面积不足 20亩，水菜花种群面临严峻挑

战。“水稻田种上水菜花，或许有希望成

为扩大水菜花种群的方式之一。”海口市

湿地保护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聚焦海口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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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走进琼山区

旧州镇池连村委会罗冯村

的鹌鹑产业基地，只见工人

在养殖区熟练地捡拾一颗

颗鹌鹑蛋，基地负责人吴淑

政则忙着将一批新孵化的

小鹌鹑转移至养殖区，基地

内一片忙碌。

据了解，该基地为旧州

镇的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产

业示范基地，由海口乡村振

兴能工巧匠带头人吴淑政

创立。依托党建引领，该基

地当前实现年营业额800万

元，为当地农户提供了就业

岗位，并带动当地及全省多

个市县农户发展鹌鹑产业。

作为一名党员，吴淑政不仅积

极扩大基地发展规模，还积极发挥

头雁效应，带动当地及其他市县农

户共 19家鹌鹑养殖户发展鹌鹑产

业，并为当地农户提供了就业岗位，

解决部分农户的就业问题。

“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工作，非常

方便。”当天，池连村委会永泰村村

民吴发民告诉记者，依托基地，他的

月收入达到 5000元以上。“收入稳

定，又方便照顾家人，我们家的日子

越过越好。”吴发民笑呵呵地说。

除了为普通农户解决就业问

题，吴淑政还主动“送岗上门”，帮助

当地的残疾农户增收。旧州镇旧州

村委会高伦村村民陈伍海曾因一场

意外事故失去双腿，为此，吴淑政专

程登门，将打包鹌鹑蛋的工作交给

了他。陈伍海告诉记者，有了基地

的工作，他实现了不出门就能工作

赚钱，年收入超过3万元。

旧州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该镇将持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采取“村集体公司+基地+合作社+
农户”模式，形成鹌鹑产业集群，带

动旧州镇鹌鹑产业

集群发展。

村民就近就业 联农带农助增收

党员引领带动 鹌鹑产业渐壮大

□本报记者 赵 汶
特约记者 许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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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启动住建领域
“安全生产月”培训

本报6月11日讯（记者高潮）今年6月是第23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天，我市举行住建领域

“安全生产月”培训启动仪式暨建筑施工安全培训

会，安全生产培训班正式开班。此次培训旨在提

升项目参建单位和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防范意识

和防范能力，压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

一步提升我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此次培训由市住建局主办，涵盖政府监管人

员、项目参建现场管理人员，包括施工企业主要负

责人、项目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总监、

技术负责人、安全员、班组、从业人员等。培训内容

涵盖警示教育，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治

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

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解读，危大工程管理，大型

起重设备安全管理等，筑牢项目建设安全防线。

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我市已经进

入汛期，高温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发高发，市住

建局要求项目参建单位随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储备应急物资，有针对性地做好高温、台风、强降

雨等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确保项目安全与生

产“两不误”。

小手牵大手
共筑禁毒防线

本报6月11日讯（记者周慧）日前，龙华区滨

海街道办事处、街道团工委联合海南（海口）青少年

活动中心开展以“凝聚青春力量·共建无毒椰城”为

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多形式拓宽禁毒宣传的深度

和广度，进一步加强居民群众对毒品危害的认识，

提高辖区居民群众禁毒意识，营造全民禁毒氛围。

活动现场设置了禁毒“大富翁”游戏、禁毒知识

“大转盘”、禁毒知识有奖问答、“禁毒有我”打卡等

7个互动内容，让辖区居民认识毒品的种类、了解

毒品的危害、学会拒绝毒品的诱惑。活动中，志愿

者向家长和小朋友们科普毒品危害及防毒技巧，借

助现场摆放的各类仿真毒品模型，分别从毒品种

类、毒品滥用基本知识及危害、吸毒的危害、如何防

范毒品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4个方面和篇章对禁

毒知识进行科普，引导大家辨别和抵制各类毒品。

据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活动通过互动小游戏和发放礼品等方式，

针对亲子家庭，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地为大家介绍

毒品的种类和危害，推动市民群众对毒品有进一

步的认识和了解，达到了“小手牵大手，健康生活

齐步走”的良好反响。

海南药品真研试点
品种增至11个
本报6月11日讯（记者刘晓婵）记者从省药

监局获悉，近日，磷酸芦可替尼乳膏被正式纳入药

品临床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至此，海南省药

品真研试点品种增至11个。

据介绍，海南此前已有 4个创新药品利用真

实世界数据作为临床辅助评价证据加速产品注册

上市。“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是国家药品审评审

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探索，也是我省医疗领域的重

大制度创新。”省药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5年来，

海南关于真实世界试点工作进入常态化、规范化、

长效化轨道，工作机制良好运转，乐城真实世界研

究工作进一步提速，为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

革提供了“海南智慧”。

接下来，省药监局将继续提升特许药械审批

效能，优化真研试点审批流程，推动更多创新产品

加快上市，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用药可及性，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质量用药需求。

海口市第二届集体
协商竞赛复赛开赛

全市12支队伍进入复赛

本报6月11日讯（记者周慧）6月 11日，由海

南省总工会指导，海口市总工会、海口市协调劳动

关系三方会议办公室主办的“2024海口市第二届

集体协商竞赛”复赛在海口广播电视台开赛。自

竞赛启动以来，各区总工会、开发区（园区）总工

会、驻会产业工会先后举办了地区初赛，根据初赛

结果择优遴选组队参加复赛，最终12支队伍进入

复赛。

复赛现场，参赛选手仔细研究比赛案例，分别

代表职工方、企业方，轮番对阵，逐一阐述观点，协

商氛围浓厚，交锋激烈，气氛紧张，选手们谈背景、

摆数据、列法规、述理由，模拟劳资双方进行协

商。竞赛既有据理力争，又和谐有序，展现了参赛

选手良好的精神风貌。

据了解，12支参赛队伍分为 3组，每组 4支队

伍进行两两对战。依据现场评委评分、线上观众

投票，每组角逐出2支队伍进入决赛。

“通过集体协商的形式，企业和职工得以面对

面进行平等商谈，就双方的利益及诉求进行磋商

并取得双赢。”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竞

赛旨在引领全市各单位、各级工会进一步提高开

展集体协商工作的思想认识，培养一支高素质、善

沟通、会协商、有担当的集体协商队伍，更好地服

务企业、服务职工，促进企业和职工互利共赢，促

进我市社会稳定与和谐劳动关系构建。

本报6月 11日讯（记者曾昭娴
特约记者曹柳）近日，2024 年“奔跑

吧·少年”儿童青少年皮划艇主题健身

活动（海南站）在海口江东新区芙蓉河

湿地公园举办，50余名少年健儿角逐

赛场，用皮划艇划出一道道梦想轨迹。

当天上午，开幕式结束后，教练带

领参赛少年们先后开展了热身活动、

破冰游戏、救生安全技能培训、陆上技

术模拟＋航线水上技术实操训练，少

年们全神贯注，按照教练教授的技巧

进行练习，为下午的正式比赛做准备。

下午，伴随着一声响亮的鸣笛，比

赛正式开始。参赛小选手们挥动划

桨，冲出起点，劈波斩浪，竞速向前。

据了解，本次活动比赛项目分为男子、

女子单人艇的600米折返竞速和四人

接力赛的 400米折返竞速，50余名 7

周岁至 16 周岁的参赛小选手划桨

“艇”进，奋力向终点冲刺。

水花翻飞激起层层波浪，一条条

皮划艇在河面上乘风破浪。岸边的观

众也被激烈的比赛氛围感染，不停挥

舞双手，为小选手们加油助威。“小选

手们很棒，你追我赶非常紧张刺激，让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这项水上运动的

魅力。”活动现场，观看的市民兴奋地

点赞道。

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

动管理中心、中国皮划艇协会主办，海

口江东新区管理局、海口市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局承办，江东中南大厦提

供支持。活动旨在推动青少年体育发

展，促进体教融合，激发青少年参与水

上运动的热情，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

体魄强健。 近日，在海口江东新区芙蓉河湿地公园，青少年们在皮划艇比赛中奋力划桨，冲刺终点。 本报记者 孙士杰 摄

琼山区旧州镇党建引领推动鹌鹑产业发展

“头雁”效应强 产业“展翅飞”

儿童青少年皮划艇主题健身活动（海南站）在芙蓉河开赛

你追我赶 划桨“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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