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7日，在龙华区龙泉镇占符
村委会儒吴村，村民前往乌榄收购点售
卖采摘的乌榄。

本报记者 康登淋 摄

◀8月27日，村民刚刚采摘的乌榄，
乌黑的果实紧致饱满。

本报记者 康登淋 摄

龙华区龙泉镇占符乌榄迎来采收季

小乌榄结出致富果

一辆辆城市公交的小车轮，承载

着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大民生。近两

年来，海口公交持续进行线网优化，

截弯取直、覆盖盲区、取消重复，构建

起层次清晰、出行便捷、服务优质、模

式多样、绿色安全的公共交通系统，

提高公交服务与市民需求的匹配度，

着力打造“公交上的生活圈”。

去年开通的游 5路，途经日月广

场站、昌茂花园站、嘉华名都站、置地

花园南门站等，让市民游客从“生活

圈”到“购物圈”一线直达；专线2路起

讫点为万绿园至云龙产业园，方便了

园区企业员工的通勤路；优化调整后

的机场 3路，连通机场港口及各大热

门旅游购物“打卡地”……

在完善常规线路的同时，海口公

交也在拓展服务半径，逐渐建立起常

规公交为主、定制公交为辅的多样化

公交出行体系。8月24日，海口市公共

交通有限公司新开通一条“公交+旅

游”定制主题公交专线，起讫点为万绿

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

澜湖电影公社——万绿园，为市民游

客提供了一种经济实惠且便捷的出行

方式，中途无经停站点，直达景区，并

开进景区，进一步丰富城市旅游新玩

法。据悉，目前海口公交已开通校园

专线、园区公交、企业通勤定制等一系

列多样化公交线路，让更多市民享受

到更加优质的公共交通服务。

“海口公交将继续以满足乘客品质

化、个性化、多元化出行需求为导向，积

极探索构建‘公交+’多元化公共交通体

系，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丰富服务产品，

让公交‘开’进群众心坎，织密出行‘幸

福网’，成为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推进城

市高质量发展的新着力点。”海口市公

共交通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瞰海口 赢未来”海南自贸港
EF账户专场推介会在京举行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李欣）23日，“瞰海口

赢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简

称“EF账户”）专场推介会暨“自贸全球 有信天

下”跨境金融沙龙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吸引一批

来自数据平台、国际贸易、医疗健康、连锁商超等

领域的优质企业代表参加。活动向企业介绍了海

南自贸港的利好政策和海口的产业机遇，进一步

激发了“有能力、有需求、有意愿”的优质企业到海

口投资兴业的热情。

在推介会上，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有关负责人

推介海南自贸港最新政策以及海口投资机遇，中信

银行专家对EF账户及其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进行

深入讲解，随后银行、政府、企业三方展开热烈讨论。

与会企业代表对海南自贸港的系列政策和EF
账户表现出浓厚兴趣。他们表示，通过活动对海南

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和海口的投资机遇有了更深入、

更直观的认识。企业代表认为，海南的利好政策和

区位优势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机遇。

本次推介会由海口市商务局、海口国际投资

促进局和中信银行联合主办。

海南自贸港（海口）就业
沙龙活动第二期明日举办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陈歆卓）记者从海口

市人力资源开发局获悉，我市将于 8月 29日举办

海南自贸港（海口）就业沙龙活动第二期。活动将

以“剧本杀”形式打造沉浸式课堂，帮助参与者定

位自我优势、掌握工作节奏、开启自我管理模式

等，助力参与者提升就业竞争力。

活动以“职场人生——职业化心态与素养提

升”为主题，将于8月29日14:30至18:00在海口中

交国际中心 12B 层报告厅（国兴大道 57 号）举

行。活动的一大亮点是将开展沉浸式职场“剧本

杀”环节，为参与者带来一场“职场启蒙之旅”。

活动由中共海口市委人才发展局、海口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海

口市人才劳动力交流服务中心承办。

海南农村“三支队伍”
超过7000人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陈歆卓）记者从海南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获悉，自 2021年我省启动“三

支队伍”（劳务带头人、致富能人、乡村匠人）建设

以来，队伍人数规模不断壮大，带动就业人次逐

步增多。截至今年 8月，全省“三支队伍”人数已

超 7000人，带动就业 19万余人次，为农村劳动力

就业创业工作持续注入动力。

据了解，我省就业部门高质量培育“三支队

伍”过程中，加强与各有关部门及市县乡镇政府、乡

村振兴工作队的联系，拓宽挖掘培育渠道；加强用

工指导，督促“三支队伍”做好岗位真实性、工作环

境安全性、薪资发放及时性等；开办“三支队伍”巡

回课堂，组织灵活多样的能力提升活动，宣传政策

法规、传授服务技能等。得益于近3年来我省持续

推进“三支队伍”建设，全省“三支队伍”人数从

2021年的1717人、带动就业2.5万人次；发展壮大

到目前的7006人、带动就业19.04万人次。

海口“工会杯”职工歌手大赛举办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周慧）26日，由海口市

总工会、海口市工人文化宫主办的“唱响时代颂歌”

海口市第二届“工会杯”职工歌手大赛初赛在友谊

阳光城举行。我市近200名职工参加比赛。

独唱、对唱、小组唱……比赛现场，来自我市

多个行业、年龄段的参赛选手通过多样的演唱方

式同台竞技。本次大赛将根据歌曲的思想主题、

节目创意、演唱水准、综合艺术表现等4个方面进

行评分。初赛、复赛将评选出 20名选手进入决

赛，决赛将角逐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

6名、优秀歌手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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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探索构建海口探索构建““公交公交++””多元化公共交通体系多元化公共交通体系

““公交公交++多场景多场景””新模式新模式
织密百姓出行织密百姓出行““幸福网幸福网””

老爸茶巴士、爱老敬老专线、社区定制专线……近年来，

海口公交在满足市民日常出行的同时，不断聚焦市民通勤、购

物、出游等出行需求，解锁“公交+多场景”的运营新模式，丰

富市民出行选择，提升公交服务吸引力，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

展、保障群众优质出行注入“新动能”。
□本报记者 陈晓洁

“头戴”大红花、“身披”彩妆，车

身贴着新人婚纱照，车内坐着亲朋好

友……去年11月，海口公交首次推出

“公交婚车”服务，车厢内外在不影响

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可根据新人的喜

好需求布置各类花束、挂饰、画报等，

让车辆充满甜蜜、喜庆的氛围，也成

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把公交车变婚车，既契合当代新

青年的个性追求，又符合低碳环保的理

念，不少人都觉得形式新颖，有特色也

很有意义。”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市场拓展部负责人李国安说，满足群众

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标志着海口公交

向多元化发展又迈出新的一步。

今年 6月，海口公交双层巴士再

次“出圈”，融合“交通+观光+老爸

茶+演艺”的“老爸茶·海口巴士”亮

相，公交车“变身”移动的老爸茶馆，

给乘客带来沉浸式体验。乘坐“老爸

茶·海口巴士”穿行在城市间，伴随着

车内欢快的音乐表演，一边品尝时

尚的“老爸茶”小吃，一边欣赏沿途风

景，成为众多市民游客品味茶韵、欣

赏城市风貌的新选择。

近日，刚与朋友一起体验“老爸

茶·海口巴士”的市民王莹直呼：“体验

感非常不错，一路不停拍照打卡，看到

了不同视角的椰城美景，希望海口公

交多打造一些有趣的跨界合作模式。”

公交跨界“变身”引领出行新风尚

聚焦多元场景 打造“公交生活圈”

在骑楼老街，市民乘坐“老爸茶·海口巴士”观光。 本报记者 孙士杰 摄

高校毕业生专场
人才双选会举办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陈歆卓）8月 27日，

2024年海南自贸港（海口）高校毕业生专场公益

人才双选会第 10 场在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举

行。活动由中共海口市委人才发展局、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市人力资源开发局、市人才

劳动力交流服务中心承办，为用人单位及高校毕

业生等求职者搭建对接交流平台。

当天，50余家企业现场揽才，涵盖科技、教

育、互联网、旅游等多个行业，提供1000余个多类

型、多层次岗位。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求职者穿梭于各企业展

位之间，积极与招聘代表沟通交流，寻找符合自己

就业意向的岗位。不少求职者表示，通过线下招

聘活动，不仅能直观了解企业信息、岗位需求，还

能获得职业导师的“一对一”简历优化、职业生涯

规划等指导服务，有效提升了求职竞争力。

据了解，为拓宽招聘求职渠道，海口自8月起

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为期五个月的公益人才双选

会活动，助力人才与岗位实现“双向奔赴”。8月
28日、29日上午，2024年海南自贸港（海口）高校

毕业生专场公益人才双选会第11场、第12场将继

续在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

乌榄成熟收购忙

“赶紧称，摘了一上午还没吃饭呢。”

现场，村民王桂芳乐呵呵地对正在忙着

装袋过秤的村民王桂花说，对方手脚麻

利了起来，“阿芳，今年价格不错，9元一

斤。”数着到手的500多元，王桂芳笑开了

花。王桂花是收购商请来帮工的村

民，不到一会儿功夫，她已收了六七

百斤，乌黑的橄榄装满了几大麻袋。

路两旁、村民院子里，随处可见乌

榄树。占符村的乌榄树栽种历史悠久，

作为在火山熔岩区种植且连片面积较

大的乌榄种植村庄，全村1100余户村

民中，种植乌榄的就有800余户，种植规

模约1.6万株，其中50年以上树龄的乌

榄树约800株。近年来，随着成果价格

的提高，农户种植积极性越来越高。

王桂芳家里种了 10 余株乌榄

树，在她看来，小小的乌榄，承载着乡

亲的希望。“从小我们就吃乌榄长大

的，乌榄全身都是宝，不仅可以拿来

生食，还可以通过腌制果肉，做成‘榄

角’。”王桂芳拿起一颗乌榄热情地分

享经验，乌黑的果实溢出些许透明的

汁水，散发着清香。

正在排队等过秤的村民小吴也

接过话茬：“我们家喜欢煮熟了后炒

肉吃，或者拿来蘸白糖吃，那味道可

是极美的。”紧接着，他又补充，“中秋

节要到了，咱们的乌榄核还能加工成

榄仁，作成五仁月饼，可受欢迎了。”

农旅融合谋发展

这头，村民热火朝天讨论“舌尖

上的”乌榄；那头，离收购点不远处的

一处院子，村民吴魁芳正在和收购商

电话联系订单事宜。只见几株三层

楼高的乌榄树郁郁葱葱，工人在楼顶

上用一支长竹竿，伸到枝头处采摘，

乌榄便“簇簇”往下落，“再过几天就

能全摘了，我这乌榄会卖个好价钱。”

吴魁芳自豪地说。

原来，乌榄除了食用，还有药用

价值，核可以雕刻成工艺品，为国内

文玩和工艺品市场提供优质雕刻产

品。而吴魁芳家的果核品质好、果实

大，每年收购商都提前预订，目前他

共种有30多株乌榄树。

“今年受气候条件影响，乌榄产

量较去年有所减产，但单价较往年偏

高，对种植农户的钱袋子影响不大。”

占符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吴业绪

介绍，目前镇里正在将龙泉乌榄品牌

做大做强，计划通过打造占符村乌榄

产业园，按照全产业链发展，在保护

乌榄老树的同时，培育优良新品种，

加大种植规模，积极推进乌榄产业和

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乌榄

产业整体价值，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聚焦海口乡村振兴

8月27日下午，龙华区龙泉镇占符村委会儒吴村一

处收购点，一辆辆满载着乌榄的电动自行车接连不断地

驶来，村民依次将自家种植的乌榄卸下过秤，收购现场一

派繁忙景象。目前，该村全面进入采摘季，小小的乌榄成

为村民的致富果，增加了农户的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邝晓霞 特约记者 萧海山

特色产业不仅激发海口广大乡

村的发展活力，还成为乡村振兴的

“加速器”，勾勒着乡村振兴新图景。

近日，记者走进龙华区遵谭镇

龙合村黄灯笼辣椒种植基地看到，

一颗颗饱满的黄灯笼辣椒挂在枝

头，散发出诱人的香辣气息，农户

穿梭其间忙碌采摘，脸上满是丰收

的喜悦。“过去我们自己种植几亩

瓜菜，收入不稳定，自从来到黄灯

笼辣椒基地务工后，既可以照顾家

庭还可以增加收入。”龙合村村民

王儒雄说。

龙合村过去经济薄弱，村民增

收路子窄。考虑到当地所处的羊山

地区蕴含丰富的矿物质，土壤较肥

沃，适宜种植黄灯笼辣椒。2021年，

该村成立村集体公司，采用“党支

部+村集体公司+企业+农户”合作

模式，因地制宜引进黄灯笼辣椒种

植产业。如今，黄灯笼辣椒已成为

龙合村的一张名片，也成为遵谭镇

示范推广的一项富农产业。

在海口，除了依托当地资源禀

赋发展特色产业外，广大乡村还积

极学习借鉴“他山之石”，探索产业

发展新路子。

8月19日，美兰区灵山镇大昌村

委会驻村第一书记黄月领着记者穿

过一片木麻黄树林，来到油茶地。

“我们将村里的闲置土地利用起来，

种下了油茶，茶苗落地一个多月以

来，长势良好。”黄月介绍，油茶是大

昌村探索发展特色乡村产业的项目

之一。除了探索种植油茶，大昌村

还计划依托生态资源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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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乡村产业振

兴新图景。

8 月 24 日下午，市民王林
一家人沿着云美—云定路的
花卉长廊，走进琼山区云龙镇
云阁村，体验在乡野间骑行的
快乐。“一路上，我们看到的不
只是乡村的自然风光，还有当
地依托花卉产业精心设计的
人文风情，特别漂亮。”王林告
诉记者。

依托花卉产业发展乡村旅
游产业，是海口市牵住特色产
业“牛鼻子”，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的生动注脚。近年来，海口
坚持鼓励广大乡村发展特色产
业，通过打造“一村一品”“一镇
一品”等方式，激发乡村发展活
力，全方位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赵 汶 梁 冰
陈丽园 邝晓霞

8月20日上午，沿着干净整洁的

道路驱车前往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

两旁绿意盎然，一栋栋农家小楼错落

有致。“一路风光一路景，有外地朋友

来海口旅游，我都会带他们过来施茶

村逛逛火山石斛园、品尝当地特色美

食。”市民王娴笑着说。

近年来，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因

地制宜种植石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

修建火山特色旅游道路，发展火

山根雕、石屋遗墟观光等，打造火山

风情美食街、留声机、慢生活、海南有

个家等8家民宿、12家特色餐饮店等

……一项项举措，不仅持续提升了施

茶村乡村“颜值”，也带动当地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实现村民人

均年收入从2017年底的1.4万元提高

到2023年底的3.4万元。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近

年来，海口市广大乡村坚持依托本地特

色，积极探索发展种植养殖、乡村旅游

等特色产业，持续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我们依托花卉特色产业打造了

乡村旅游点，通过建设芳香漫道将各

自然村串联起来，并引入专业的乡村

旅游企业开展市场化运营。”云阁村

党总支书记杜世河告诉记者，依托花

卉特色产业，该村如今仿若一座大花

园，基础设施得到不断完善，村民生

活环境得到快速提升，还成为远近闻

名的近郊一日游打卡点。

产业兴旺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特色产业勾勒乡村振兴新图景

海口积极推进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特色产业结硕果 增收致富闯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