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北京到海南，蒲煜认为，她的使

命不止于办好一所学校。“教育是城市

文明的标志，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期待。”

她着眼未来，推动学校优质教育资源辐

射更多地区。

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定期派出

骨干教师赴乡镇支教，送示范课下乡；

同时，作为 2024年海口市成立的 20个
教研协作体核心校之一，该校积极发挥

引领作用，通过邀请专家进课堂、在重

大活动期间开放校园等方式，邀请全市

师生代表共享优质资源。“我希望能够

建立一支有情怀、有智慧、师德高尚的

教师队伍，为更多学生送去更好的教育

资源。”蒲煜的愿景清晰而坚定。

一串串数据，记录着学校的足迹：

2024年，该校共组织支教、志愿服务超

230人次，辐射15所学校，服务超310课
时，覆盖 1000余名学生；举办各类活动

辐射学校约 45所、教师超 3000人次、学

生及家庭5000余个。

从为“挖掘机少年”升级梦想蓝

图，到倾力打造自贸港青少年成长成

才的阶梯……蒲煜在椰城教育的热土

上，始终以勤恳的“播种者”姿态，用心

浇灌每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让名为

“未来”的春风吹拂更多椰城少年，以

春蚕之心、春泥之态，期盼他们成长为

时代的栋梁，昂首迎接星辰大海的辽

阔未来。

省先进工作者、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校长蒲煜：

深耕教育沃土 勤育桃李芬芳

海口谢谢您·致敬劳动者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实验学校校长蒲煜正在工作。
本报记者 石中华 摄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实验学校校长

蒲煜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本《人海通讯》。

这本校内刊物如同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的“缩

影”，记录着师生思想的碰撞、教师教学的探索与学

生成长的印记，也映照着蒲煜扎根椰城五年的耕耘

足迹。

从校门口迎接学生的温暖身影，到“两会”发言

台上为教育建言献策的坚定声音，蒲煜如同一位耕

作者，精心呵护“幼苗”，尽心打理“土壤”，日复一日

地在椰城教育的热土上辛勤劳作，助力椰城青少年

茁壮成长。日前，她获评“海南省先进工作者”称号。

□本报记者 肖卫香

蒲煜坚持因材施教理念，在任期

间，她创新构建“一体十七翼”德育体

系，探索“与高校合作（研究）+与社企联

动（实践）”的特色发展路径，通过搭建

校内校外多元化成长平台，推动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在办学实践中，蒲煜倾力打造“三

个台子”，为学生的梦想护航。其中，

“高质量的讲台”以“思路新、理念新、

质量优”为目标，严抓课堂教学效率，

同时推行深度学习课堂，打破学科壁

垒，让知识在融合中焕发生机；在校园

内外，学校积极组织开展涵盖“五育”

的各类实践与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

“玩中学、学中做”，为孩子们打造“丰富

的舞台”；同时，学校还积极为学生构建

“校外广阔的成长平台”，与高校、科研

院所、高新企业“牵手”，构建协同育人

路径，让学生走出校门，触摸科技前沿

脉搏。

此外，该校教师团队通过分层教

学、翻转课堂、举办特色活动等方式，巧

妙引导学生发散思维、放飞梦想。一个

关于“梦想开挖掘机”的故事，常被蒲煜

提起。她告诉记者，在询问孩子们的梦

想时，有学生表示，长大了想开挖掘机，

学校老师并未否定孩子，而是引导他在

这一“梦想”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如今，

“只想开挖掘机”的孩子开始思考如何

用人工智能改良挖掘机设计，在老师们

的鼓励下，其小小的心灵迸发出创新的

思维火花，其梦想也插上了科技的翅

膀，将飞向更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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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3日讯（记者李欣 特约记者许
晶亮）5月 27日，阳光和煦，微风轻拂，在位

于琼山区云龙镇长泰村的冯白驹故居内，一

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冯白驹将军铜像前，

为游客深情讲述冯白驹将军的生平故事。

老人名叫冯尔动，是冯白驹将军的侄

子。他追随父亲冯裕兴的脚步，担任冯白驹

故居志愿讲解员已有 40多年。跟随着冯尔

动的讲述，游客们来到了故居庭院右侧的陈

列室，观看其中陈列的冯白驹生平业绩和主

要革命活动的图片与史料，深入了解冯白驹

将军坎坷而传奇的一生。

冯白驹于 1903年出生在海南琼山的一

个农民家庭，在革命战争年代，他率领琼崖

人民坚持孤岛奋战，创建和发展琼崖革命根

据地，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坚持琼崖革命武装

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被誉为“琼崖人

民的一面旗帜”。

在冯白驹的影响下，冯家先后有20人投

身革命，其中11位为海南人民的解放事业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故事是父母在煤油

灯下流着眼泪讲给我听的，我要讲给更多人

听，让大家铭记这段历史，珍惜当下的美好

生活。”冯尔动动情地说。

走出展馆，庭院内绿树成荫、环境清

雅。庭院正中，冯白驹的半身铜像目光炯

炯，几株青松如卫士般环绕着铜像。铜像

后是一座石木结构的海南传统民居，这便

是经过修复的冯白驹故居。冯白驹故居始 建于 1922年，由其父冯运熙建造，在1942年
冬季日军“蚕食”“扫荡”时被焚毁，又于1951
年修复，1984年，琼山县人民政府拨款按原

貌重建。

时光流转，动人的红色故事在故居内代

代相传，而故居门外的长泰村，也因此孕育

出了新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长泰村依托“红色”乡土文化底

蕴，打造“绿色”三十六曲溪慢行绿道，将冯

白驹故居、陶公山、金棕榈热带珍稀植物园、

南国孔雀园、三十六曲溪省级湿地公园和坡

仑坡农业基地等旅游点位串珠成链，发展乡

村旅游；同时与企业合作，打造国防教育军

事实践基地，并发动老干部、老党员组建“五

老”宣讲团，协调大学生志愿者组建志愿讲

解队，让经典红色传承与现代国防教育紧密

交织，进而讲好长泰红色故事，打造红色美

丽村庄标杆。

清风拂过，故居庭院内的树木沙沙作

响，仿佛也在一同讲述着这里曾经的斗争与

后来的发展故事。行走在长泰村内，绿意盎

然、环境整洁，处处充满生机。“我们要传承

好长泰村的红色基因，利用好绿色生态特

色，凭借独特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氛围，吸引

更多人来到长泰村游玩，让乡村振兴焕发更

多活力与生机。”长泰村党委书记符海根说。

探访长泰村冯白驹故居——

传承红色基因 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6月3日讯（记者龙易强）5
月 29日，海口西海岸烈楼港附近，工

人正操作起重机将一棵棵椰子树精准

植入土坑；不远处，新铺设的栈道如丝

带般蜿蜒延伸——这是海口市岸线基

础设施灾后应急修复工程（一标段）的

施工现场。记者从项目部获悉，我市

首条配备地下混凝土挡土墙的海岸栈

道已基本完工，该项目已进入最后冲

刺阶段，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

为加速超强台风后的西海岸沿线

海岸带修复，我市于今年 1月初启动

岸线基础设施灾后应急修复工程，对

约 13公里的灾后受损海岸线基础设

施进行修缮、加固和恢复，重点包括滨

海道路、海岸防护设施、公共码头及相

关受损区域。

当天，在夏威夷海岸观霞台修复

处，栈道一侧的1.6米高混凝土挡土墙

格外醒目。“可别小看这挡土墙，它的作

用非常大，堪称海岸线的‘升级版卫

士’。”施工单位水电十局海南永顺公司

安全部副部长费鹏飞介绍，原先的栈

道底下悬空，海边风浪大时容易把岸

边的沙土冲刷走，造成水土流失，此次

新建的挡土墙可有效抵御海水冲刷、

防止水土流失，显著提升了防洪防灾

标准，这也是海口市首条配备地下混

凝土挡土墙的海岸栈道。

作为海口生态廊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该修复区域既是市民游客高频活

动区，也是生态敏感带。项目团队在

生态修复中践行“适地适树”理念，靠

海边区域主要种植防风效果佳的椰子

树，还精选了狐尾椰、凤凰木、玉蕊等

20种本土耐盐碱乔木，同时在地面种

植草海桐、单叶蔓荆等灌木，以及马鞍

藤、银边山菅兰等地被植物，构建起从

高到低的多层次立体防护林。“海边多

样化绿植不仅可以提升防风效能，更

促进了生物多样性提高。”项目总工程

师陆方一表示。

这种生态智慧正在转化为文旅吸

引力。今年 5月，海边林下空间规模

化种植的太阳花迎来盛花期，绚烂花

海与葱郁林木相映成趣，成为游客竞

相打卡的滨海新景。

“目前项目整体施工已完成90%，

预计 6月底全面竣工。”水电十局海南

永顺公司项目负责人林武介绍，项目

竣工后，市民游客不仅可以漫步“更新

版”滨海栈道欣赏美景，还能享受到防

洪体系升级带来的安全保障，实现生

态效益与民生福祉的双重提升。

海口市岸线基础设施灾后应急修复工程（一标段）冲刺月底竣工

“海岸卫士”升级 滨海美景“刷新”

近日，在海口市岸线基础设施灾后应急修复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在加
紧安装护栏。 本报记者 石中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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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
开展执法检查

本报6月3日讯（记者陈文圣）近日，市人大

常委会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及常委会成员对我市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情

况开展执法检查。

执法检查组先后来到华邦美好家园养老集团

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国兴大道、海口市汽车总站

等点位，通过实地检查、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

解我市无障碍设施建设、无障碍信息交流、无障碍

社会服务等具体情况，并召开汇报会。

汇报会上，执法检查组听取了相关职能部门

贯彻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情况的工作汇报并

作交流发言。执法检查组建议，各相关职能部门

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强化联动机制，统筹规划、科

学布局，高质高效推进我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

造，进一步完善、细化无障碍设施维护责任，确保无

障碍设施功能完善、使用安全。要加大宣传力度，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教育活动，逐步提高公众

对无障碍设施的认知度和关注度，不断凝聚社会共

识，营造推进无障碍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揭晓强，副市长王和娇

参加相关活动。

冯白驹故居庭院内绿树成荫，环境清雅。 本报记者 苏弼坤 摄

▲近日，在长泰村冯白驹故居，志愿
讲解员冯尔动正在为游客讲述冯白驹将
军的生平故事。

本报记者 苏弼坤 摄

全面生效满2年——

海口海关共签发RCEP
原产地证书1594份

本报6月3日讯（记者陈丽园 通讯员彭伟
艳 艾韬）记者从海口海关获悉，今年 6月 2日，

RCEP全面生效满2周年，截至今年5月，海口海关

共签发RCEP原产地证书1594份，签证金额13.13
亿元，企业可享进口国关税约6500万元，覆盖享惠

企业34家，培育通过经核准出口商企业2家，企业

自主开具原产地声明904份，金额2.95亿元。

据了解，随着RCEP不断释放政策红利，各成

员国间经贸往来愈发活跃，众多企业也从RCEP
全面生效带来的关税优惠、通关简化、贸易投资便

利化等红利中受益。为帮助企业提升RCEP享惠

水平，海口海关立足海南外贸发展实际需求，精准

施策，指定专员“一对一”服务解决，多途径推广相

关资讯，帮助企业进行最优关税税率智能策划，持

续发力引导企业抓住RCEP发展机遇。

海南泉溢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冷冻水产

品，日本是其主要出口国之一。近日，海口海关所

属海口港海关为该企业出口的一批价值76.5万元

的冻海鳗鱼块签发了RCEP原产地证书。“凭借海

关签发的RCEP原产地证书，这批货物抵达国外

后，其进口关税将由3.5%降为2.2%，降税幅度达到

37.1%。”海南泉溢食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海南自贸港（海口）
政策分享会走进深圳

本报6月3日讯（记者陈钰婷）5月28日，“瞰

海口 赢未来”海南自贸港（海口）政策分享会走进

广东省深圳市，吸引粤港澳大湾区涉及商业航空、

高新技术、新金融、国际贸易等领域的 40余家企

业代表参加，共同探讨产业合作新机遇。

活动现场，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

围绕海南自贸港四大主导产业，详细介绍了海口

在加工增值免关税、跨境投资、跨境贸易等方面的

政策应用案例和企业服务支持。中国光大银行海

口分行的工作人员解读了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

（EF账户）的跨境贸易结算、投融资便利化功能，

并推出面向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的自贸港专属金融

服务方案。

企业线下参会热情高涨，线上直播也吸引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参与。在交流环节，线上

线下的企业代表们纷纷咨询布局自贸港的相关问

题，不少企业代表表达了在海口投资发展的意向。

据悉，今年以来，海口聚焦全年招商引资工作

任务目标，先后前往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北京、

武汉、南京等国内城市开展招商引资活动，积极搭

建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发展联动平台。下一步，

海口将持续开展招商引资系列活动，以更开放的

姿态“走出去”招商、“引进来”发展，与更多国内外

企业共享自贸港发展机遇。

海南启动2025年度
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在线申报7月14日截止

本报6月3日讯（记者王子豪）海南省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发布通知，为扶持和

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管理办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有

关要求，现开展2025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工作。

根据通知，本次申报对象为在我省行政区域

范围内，申请认定时注册成立一年以上的居民企

业；2022年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其证书有效期

至 2025年，按本通知规定可再次提出认定申请。

申报企业需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

进行申报并提交相关材料。在线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5年 7月 14日 23：59，企业须于 2025年 7月 18
日（含）前将2份与在线申报内容完全一致的光盘

送至属地市县科技管理部门。

《管理办法》明确，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在《国家

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持续进行研究开发

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

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在中国境内（不包括

港、澳、台地区）注册的居民企业，通过认定可申报

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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