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6日9时—12时，海南省百日千万专项招聘会将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一楼公共招聘服务大厅（海口市和邦路3号）举办，目前已有海南华塑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中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40家用人单位报名参会，涵盖医药、科技、

教育、建筑等行业，提供执业药师、技术工程师、法务专员等近700个岗位。

海南省百日千万专项招聘会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陈歆卓）记

者从省人力资源开发局获悉，7月 16日
及20日，海南省百日千万专项招聘会和

海南省 2024年暑期返乡人才对接会将

在海口举办，为用人单位及求职者搭建

对接交流平台。

本周两场招聘活动将在海口举办

7月20日9时起，由海南省委、省政府主办的海南省2024年暑期返乡人才对

接会将在海口会展工场（龙华区滨海大道42号）举办，将有超250家企事业单位

参会揽才。当天还将举行暑期返乡人才对接会推介仪式、座

谈交流会、大学生就业指导专场讲座等活动，为返乡来琼的

各类人才提供“一站式”服务。

海南省2024年暑期返乡人才对接会专场线上招聘活动正

在海南省公共招聘网举办，活动将开展至7月20日，期间常态

化征集各类型人才岗位，打造24小时“不打烊”云招聘平台。

海南省2024年暑期返乡人才对接会

除草、翻土、栽苗、施肥、浇水……近日，在美兰区灵山镇大昌村委会后尾村村民小组副组长陈仁帅的带领下，几名村干部
来到一处撂荒沙地，种下一株株油茶树苗。

油茶种植是大昌村探索发展特色乡村产业的项目之一。除此之外，大昌村还计划依托良好的生态优势，整合村庄资源，
因地制宜种植灵芝、蘑菇等，同时拟开展“稻虾共养”项目，带领村民增收致富，描绘乡村振兴丰收图景。

□本报记者 梁冰 特约记者 王聘钊 通讯员 陈尾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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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海口二中“特色+特长”内涵式教育呈现

优势，逐渐显现走出一条特色育人之路。

午后时光，海口二中内各项选修课同时开展，学

生在太极扇、书法、竖笛等传统项目中传承传统文化，

在足球、啦啦操等运动中挥洒汗水和青春。来自省、

市和全国科技、艺体等各类赛事的捷报频传，一项

项傲人成绩彰显海口二中办学特色和学生的风采。

“课程建设是一场诗意的修行。”该校教务处

主任陈衍权介绍，学校通过丰富的校本课程体系，

加强知识学习与实践活动的联系，培养学生社会

责任感和面向未来的“人文精神”。据介绍，近五

年来，该校科学教育教师团队开展创客教育，建设

了创新实验室，并科技创新与学生实践结合起来，

将“五育并举”理念与科技特色办学结合，不断强

化学生理解科技对国家与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

培养学生科技创新和实践能力。近两年来，该校

已荣获市、省、国家级奖项累计100余次。

“学校托举我看向更高处。”该校高一（18）班
学生李轩介绍，老师们组织学生开展创新活动和

比赛。班级里有一群爱好创新的同学一起参加活

动和课程，这些经历让知识变得具像化，也让自己

拓宽了视野、点燃了“科创梦”。

为进一步激发学生潜能，海口二中创新激励机

制，注重激励学生的个性化、特长化发展。学校在

“学业成绩优秀奖”“三好学生奖”和“进步奖”的基础

上增设“演讲辩论奖”“发明制作奖”“才艺之星奖”和

“活动能手奖”等奖项，鼓舞更多学生积极寻找适宜

自己的“舞台”，绽放青春光彩，勇敢地逐梦未来。

椰城海甸岛上，海甸溪款款而流，溪畔绿树掩映下的书香校园

——海口市第二中学已走过六十六载办学历程，以“海南省一级学

校”的新面貌，奔赴育人新征程。

近年来，海口市第二中学直面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

需求，在办学质量上奋起直追，深化教学改革，提升办学品质，走出一

条“特色+特长”的发展之路，形成“三美教育”，以“三课程一文化”铸

魂育人，全力打造“海甸溪畔 魅力二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海口市第二中学：

走一条“特色+特长”的高品质办学之路

□文 肖卫香

海口市第二中学党委书记、校长马彪介绍，学

校作为“海南省一级学校”，将继续走“特色+特长”

的育人道路，推进“三课程一文化”走向深入，笃定

“465”发展思路，即：发挥地理位置、校园布局、师资

队伍和人文环境四大优势，做好包括创建智慧校

园、研究型学校、校园文化、书香校园、花园式学校

以及评价体系在内的6个“创建”，完成考核评价体

系、校本学案编制、课堂教学模式、德育管理精细化

和后勤管理规范化5项具体工作，以充满魅力的校

园文化去温暖人、教育人，在万里梦海中奋楫扬帆、

育梦成光，更好地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该校党委书记、校长马彪介绍，

海口市第二中学党委发挥党组织的

政治核心作用，加强对学校教育教学

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建立党建动态管

理体系和教育教学工作有机结合起

来，逐渐形成“党建+N”新模式，即党

建+师德师风、党建+队伍建设、党

建+教学教研和党建+“护苗”行动，

有效将教育教学业务工作与党组织

建设机制融合，助力学校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成效。

如今的海口二中，各项功能室齐

全、处处弥漫书香。校园占地 68亩，

地理园、生物园、田径运动场、6个篮

球场、3个排球场等各类功能区域配

备齐全。8间美育工作室，19间物、

化、生实验室，劳动教室，通用技术教

室和阅读长廊等相继落成，筑成一片

温馨的育人沃土。当阳光穿透教学

楼天井的玻璃，在阅读长廊里洒下片

片光斑，埋头看书的学生轻翻书页，

校园一片静谧和美好。

海口二中以礼文化为核心，开展

“三美教育”。通过系列活动和课程引

导学生理解和追求“秩序美”“生命美”

和“人格美”。学校挖掘红色元素，组

织学生前往仁台村、琼崖一大旧址，瞻

仰革命先烈精神，培养爱国情怀；组织

学生前往敬老院，学生与暮年老人相

处，学习惜时和敬畏生命……与此同

时，各学科教学与德育融合，研学活

动、思政课创新、历史典故等“牵手”

德育，落实“立德树人”的要求。

该校德育处主任李里根介绍，学

校将继续强化班主任队伍，通过班主

任技能节等提升队伍素质和管理技

能，让他们更好地担任学生的知心人

和引路人。在学习之余，学校还将组

织学生走进“家门口的大学”，提前了

解大学生活，规划未来职业。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海口二中在发

展过程中强基固本，守正创新，不断提升教师

队伍的教研能力和教学水平，创新课堂教学模

式，提升学生学习效率。

学校的发展须教研先行。海口二中教科

处主任吴宛儒介绍，随着新课程、新课标、新教

材和新高考的深入推进，教科处持续发挥发

力，探索新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

为学校的教学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海口二中打造了多元一体的教学体系，强

力推进教学改革，实现国家课程的精准化和校

本化，实施核心素养下的大单元教学，全面提

升教学质量。“目前，我们已打造了艺体、科创

和戏剧三大特色课程品牌，形成了校园‘礼’文

化。”吴宛儒介绍。学校青年教师居多，为升级

打造成长团队建设、营造教师共同体，该校合

理利用大数据评价，助力教师精准展开教学，

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效果。

目前，海口二中正在推行“335”课堂教学

模式。每堂课一分为三，教学环节细分为预

习、展示和反馈三个环节。每一堂课都要按照

“五步”程序落实：预习学案，自主探究；小组合

作，讨论交流；展示点评，答疑解难；达标检测、

训练反馈；清理知识，小结过关。

经过不断地探索、完善、升级，“335”课堂

教学模式成为高效教学新模式。教师角色由

“演员”变成“导演”，由幕前走到幕后；学生由

“听众”变成“主演”，由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教

师把课堂自主权还给学生，学生动起来了，课

堂活起来了，效果也好起来了。互动、交流、展

示成为课堂教学常态，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

究学习已成为学生自觉行为。

学校持续提升课堂效果，向“跨学科”“项

目式”进行探索，改变教师的上课模式，回归课

堂改革，利用先进的教学设备拓展教学资源，

优化学生的作业布置，帮助学生高效学习、健

康成长。

目前，海口二中建立了集体视导制度、常

态和抽查巡课制度、学校领导年级承包责任制

度，了解学生的入学状况和当前学情，并对不

同层次的学生进行针对性分层教学，全面提升

学生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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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第二中学学生在参加校内科技教育活动。（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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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甸溪畔的海口市第二中学。 康登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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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油茶苗刚刚种下，另一边的

实验室里，灵芝苗的培育工作也在有

序开展。

今年 6月，“灵山镇海防林林下经

济实验基地”在大昌村海防林成立，主

要开展“冬种蘑菇、夏种灵芝”的种植模

式，拟打造一处集种植、观光、采摘、研

学为一体的海防林下食用菌产业示范

基地。在保护海防林的前提下，通过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引导农

民参与种植，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灵芝苗的培

育工作，再过半个月左右，这些灵芝苗

将正式‘下地’。”黄月介绍，若种植成

功，大昌村将积极总结经验，鼓励村民

积极参与种植，并邀请专业人员对村民

进行培训，充分利用闲置土地开展大规

模种植，确保村集体、村民得到实际效

益。“基于良好的自然环境，我们有信心

可以产出更绿色、更有营养和药用价值

的灵芝。”

随着新一季水稻播种工作即将开

展，大昌村整合了溪头村入口处约120亩
土地，拟在此开展“稻虾共养”项目。“稻

田可为虾的生长提供良好的自然环境，

虾产生的排泄物又能作为肥料为水稻的

生长提供养分，一举两得。”黄月介绍，当

前，大昌村正在积极发动村民签约，邀请

更多村民加入“稻虾共养”项目。

美兰区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该区将因地制宜，不断开发农业产业新

功能、农村生态新价值，打造有市场竞

争力的乡村特色产业，不断拓宽农民增

收致富渠道。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雷蕾）《乡村

振兴电视夜校》第 86期将于 7月 16日、

23日 18时 25分在三沙卫视，7月 21日、

28日20时在海南卫视连播上下集。

近年来，我省出台一系列支持咖啡

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定安县创新思

路，探索“农村+咖啡”的发展模式，让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乡村，体验生长在

好风景里的“村咖”。本期电视夜校邀请

定安县旅文局副局长陈彬彬，分享定安

在“村咖”发展中的经验做法。

本期夜校还介绍了屯昌县西昌镇仁

教村盘活闲置土地种植咖啡，走出了由咖

啡种植基地、咖啡加工厂以及多家连锁体

验店形成的全产业链闭环发展路径，拓宽

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

美兰区大昌村探索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盘活撂荒地 描绘丰收景

7月10日上午，记者在位于后尾村

的一处海防林沙地看到，成片的木麻黄

林间，一株株刚刚种下的油茶树苗在阳

光下摇曳生姿。后尾村村民小组组长

陈昌权逐一对茶苗进行检查，并借助木

麻黄针叶，为茶树苗根系遮阴。

大昌村驻村第一书记黄月介绍，这

是后尾村第一次尝试种植油茶，首批试

种面积为10亩，栽苗约400株。

后尾村临海的海防林间，因为盐

碱化，不少土地撂荒多年。沙地上适

合种什么？前不久，大昌村邀请农业

专家前来考察。综合气候、土壤、水源

等特点，后尾村决定尝试种植适应性

强、对土壤要求不严、能耐瘠薄土壤的

油茶。

日前，陈昌权前往澄迈，学习种植

技术与经验。“希望通过借鉴他山之石，

结合我们村自身的特点，摸索出合适的

油茶种植路子。”陈昌权说，“我将把我

学到的油茶种植和养护技术传授给村

民，同大家一起呵护好每一株种苗，让

它们如期开花结果。”

“试种成功的话，后续，我们计划将

村里的撂荒林地、沙地充分利用起来，

大面积铺种高品质油茶，带领村民蹚出

新的增收致富路。”大昌村委会副主任

梁振勤说。

学习种植技术试种油茶

因地制宜开展农业项目

7月10日，后尾村村民小组组长陈昌权对茶苗进行逐一检查。
本报记者 杨鹤 摄

乡村振兴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雷蕾）记者

从省司法厅获悉，7月15日，在海南注册

的两家企业之间合同纠纷一案，在海南

省仲裁协会的协助下，组成临时仲裁庭

在海口开庭审理。这是《海南自由贸易

港国际商事仲裁发展若干规定》自7月1
日颁布实施以来，依据该法规在海南审

理的首例临时仲裁案件。

根据该法规，在海南注册的企业之

间，海南注册的企业与国外、港澳台企业

之间，以及国外、港澳台企业之间的商事

纠纷，可以在海南自贸港进行临时仲

裁。本次开庭审理的临时仲裁案件，是

当事人双方因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

议、僵持不下之际，了解到海南颁布的仲

裁新规，双方自愿选择临时仲裁。目前，

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

据了解，临时仲裁是双方当事人在

纠纷发生后共同选择仲裁员组成临时仲

裁庭，在裁决作出后即告解散的仲裁方

式。临时仲裁相较于机构仲裁和诉讼，

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而且能够为当事人

节省费用和时间。

目前，临时仲裁在国际商事纠纷领

域普遍适用，并得到各国法律和国际公

约广泛认可。下一步，海南将以本次临

时仲裁案件审理为起点，为中外企业提

供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海南自贸港首例临时仲裁案开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