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5日，秀英港恢复通航后，客滚船在泊位上装载待发。 本报记者 苏弼坤 摄

本报6月15日讯（记者王子豪）6月
15日，海南自贸港首届（2025）医疗器械

项目资本企业对接会（创融汇）暨“乐城

研用+海口生产”国际创新药械项目落地

签约仪式，在海凭国际·海口高新区医疗

器械园举行，来自企业、社会组织、投资

机构等单位的300余位代表参会。

据了解，活动旨在通过政策推介、项

目路演、成果签约等环节，搭建起医疗器

械企业与资本的对接平台，促进资源整

合和配置优化，加速国际创新资源与国

内产业的深度融合。会上，政府部门相

关负责人就海南自贸港生物医药产业政

策、海口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投资

机遇进行详细解读，向与会嘉宾展示海

南医疗器械产业的广阔发展前景。

活动当天，国际创新药械落地海凭

海口园、海凭集团与赛特智能科技合作、

海凭海口园与海南农商银行战略合作等

项目进行签约。此外，瑞士青光眼引流

装置、意大利人工发丝、以色列人工角膜

与巩膜贴片、以色列角膜交联仪、以色列

骨生长刺激器、澳大利亚灰指甲乳液、以

色列肾镜以及土耳其骨凝胶等8个国际

创新药械项目，签约落户海口高新区海

凭医疗器械园，将加速国际先进技术和

产品在海南的转化落地，进一步提升海

南医疗器械产业市场竞争力。

本次活动由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

会、海南自贸港国际医疗器械联合会、海

南财金银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联合

主办。

海南自贸港首届医疗器械项目资本企业对接会举办

8个国际创新药械项目签约落户海口高新区

本报6月15日讯（记者吴雨倩）受

台风“蝴蝶”影响，琼州海峡自6月12日
11时起全面停航。6月 14日 22时 30
分，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发布

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信息，海口新

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定于6月15日
3时恢复运输。截至 15日 18时 30分，

海口“三港”已累计疏运进出岛车辆

7521辆次，进出岛旅客25390人次。

记者了解到，在第一时间接到复

运通知后，海口“三港”迅速行动，积极

与交警、交通等部门紧密协作，提前对

待渡车辆进行前置管理，有序引导车

辆，确保过海交通顺畅。

此外，海峡股份启用了多条作业

通道。其中，新海港、秀英港小车检票

通道达11条，货车检票通道8条，并实

施绿通车辆“优先进港、优先配载、优

先登船”的保障机制，有效提高了安

检、检票、配载等流程的效率，极大地

缩短了车辆待渡时间。同时充分发挥

港口、调度、船舶的协同优势，实现了

船舶与码头作业的无缝衔接，确保码

头 24小时不间断运转，显著提升了船

舶装载效率。

本报6月15日讯（记者龙易强）近

日，海南省林业局、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厅联合印发《海南热带雨林和黎

族传统聚落保护管理规划》，旨在有效、

合理、科学地保护和延续海南热带雨林

自然景观和黎族传统聚落的遗产价值，

加强“双遗产”提名地保护与管理工作。

《规划》明确，“双遗产”提名地位

于海南岛中南部，包括热带雨林、江

边乡、初保村和洪水村 4 个片区，总

面积约 10.7 万公顷。保护管理的对

象包括霸王岭、鹦哥岭的生态系统、

物种多样性及其关键物种栖息地，即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分局

和鹦哥岭分局的管辖范围及其内部

包围的社区范围，以及江边乡、初保

村和洪水村内传统聚落的村庄建成

区、农田及山水环境。

《规划》指出，根据提名地范围内

不同区域的要素特征、价值差异和管

控目标，将提名地分为海南热带雨林核

心保护区、黎族传统聚落核心保护区、

黎族传统聚落 I类一般保护区、黎族传

统聚落Ⅱ类一般保护区等四个分区。

海南热带雨林和黎族传统聚落兼

具自然生态价值与人文历史价值，丰

厚的生态和文化“家底”，让海南有底

气、有信心申报“双遗产”，努力打造成

一张世界级的自然人文名片。省林业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将探索“双遗

产”提名地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新

路径，为全球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协调

保护与发展提供“海南方案”，助力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海南热带雨林和黎族
传统聚落保护管理规划》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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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加快培育旅文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产品

推动创意出效益流量变销量

海口“三港”复运
绿通车辆可优先登船过海

奋战二季度 冲刺“双过半”

本报6月15日讯（记者梁冰）6月
15日晚，海口经济学院中广天择传媒

学院2025第四届青椰文化艺术节闭幕

式暨颁奖典礼在该校大剧院举行。本

届艺术节以“绘华章·AI未来”为主题，

打造AI技术与传媒教育深度融合的示

范性平台，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时代传

媒教育的创新转型成果。同时，通过

一系列活动，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自我

和学习交流的平台。

本届艺术节鼓励学生自主创作、

自主组织、自主参与，活动全程由学生

团队主导策划执行。艺术节期间，举

办了开幕式、“声耀星河 智汇青

春”——中广天择传媒学院第十四届

主持人大赛、“声纹绘梦·数造未

来”——青椰配音晚会、“知行赛创·赋

能未来”——实践计划分享会、“守护

的烙印”——沉浸式戏剧展、“传新声·

智启未来”——青椰融媒创新项目路

演、影像艺术展——玩转传媒楼、“非

遗新声·媒创共生”——非遗文创集

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等系列活动，充

分展现校企合作背景下现代产业学院

的办学优势、特色和育人成果。活动

还特别设置了“AI创作”板块，让学生

结合所学专业知识，利用AI技术进行

创新创作，探索AI与艺术的深度融合。

当晚举行的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

学生编排的多个文艺节目相继上演，还

颁发了天择奖学金，并揭晓本届“青椰”

奖影像、创意等多个类别的获奖项目。

海经院中广天择传媒学院青椰文化艺术节落幕

展示传媒教育创新成果

6月15日晚，海口经济学院中广天择传媒学院2025第四届青椰文化艺术节
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该校大剧院举行。 本报记者 苏弼坤 摄

□本报记者 祝勇 吴雨倩

活动助力
带动旅游消费欣欣向荣

4月份以来，海口多场重头旅文体

活动接连登场，带动旅游消费欣欣向荣。

5月 3日至 4日，时代少年团“加冠

礼”演唱会——“冠岁”海口站在五源河

体育场连续开唱两场，共吸引 11.54万
人次，游客总花费6.55亿元。其中场内

观众7.01万人次，场外聚集市民游客共

4.53万人次，95%来自岛外。

“五一”假期举办的 2025“夸下海

口”夏日草坪音乐会，再次成为海口旅文

高质量发展的“流量密码”，举办地海口

世纪公园累计入园人数超13万人次。

5月10日、11日，山歌响起的地方·

刀郎 2025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在五源河

体育馆唱响，两场演出总计发售门票约

2.4 万张，其中，岛外购票歌迷占比约

75%。刀郎歌迷孙淑敏说，海口是一座

美丽的城市，文化底蕴深厚，非常适合

旅游，也适合来看演出。

今年端午假期，2025“海口杯”端午

国际龙舟邀请赛吸引了来自新加坡、马

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的龙舟队伍以及

国内广东、广西等地的强队参赛。两天

赛事安排结合商圈促消费活动，吸引了

大量市民游客前来观赛消费。共吸引

市民游客21.9万人次，赛事带动经济效

益6064万元。

活动拉动，接待走高。今年4月，海

口市接待游客总数208.38万人次，同比

增长3.58%；游客总花费33.32亿元，同比

增长1.98%。市旅文局党组书记、局长王

可表示，海口将吸引更多高品质演艺品

牌落地，力争每周推出精品剧场演出及

大型演唱会，打造“国际演艺之都”；积极

举办国际级、全国级赛事，加强国际宣传

合作，持续提升入境游客人数。

航线赋能
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5月 7日，海南航空海口至伦敦国

际航线正式通航。

海南航空海南区域营销中心副总

监张达介绍，该航线计划每周执行 1个
往返航班，去程约12小时45分钟，返程

约11小时55分钟。

近日，来自德国的游客丽莎结束东

南亚之旅后，在海口转机返回伦敦。丽

莎说：“在海口停留的这一天太有意义

了。海口骑楼的建筑风格很有特色，美

食也别具风味。以后再来中国旅游，还

会选择从海口中转。”新航线的开通，无

疑将吸引更多像丽莎这样的国际游客

来到海口。

目前，美兰国际机场运营国内航线

175条，通达国内航点 109个，运营国际

及地区航线 32条，形成了覆盖广泛、层

次丰富的航线网络，为客源输送筑牢根

基，助力旅游产业提质增效。

今年二季度以来，海口在航空领域

动作频频，积极推动航线网络拓展，为

旅游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今年，海南机场国际航线开拓成效

显著，不但新开国际航线 7条，涉及东

京、圣彼得堡、喀山、乌法 4个新航点，

同时恢复海口往返大阪直飞航线，并加

密2条新加坡快线。

未来海口的航线网络将更加密集，

航班频次也将进一步提高，为旅客出行

提供更多的选择。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

航管理局副局长赵勇表示，接下来将积

极协调美兰国际机场加强与各航司的沟

通，在保持航班高执行率的同时，推动与

其他机场以及航空公司开展战略合作。

▶2025“夸下海口”夏日
草坪音乐会将世纪公园化作欢
乐的海洋。

本报记者 苏弼坤 摄

海南航空海口至伦敦国际航线开通后，乘坐该航班的旅客在海口美兰国
际机场办理值机手续。 本报记者 苏弼坤 摄

（上接第一版）2023年，张纯从北

京来到海口，开启了他在海南的科研

之旅。海南辽阔的海域、丰富的海洋

资源，宛如一座天然的科研宝库，为海

洋研究创造了绝佳的条件。另一方

面，海南自贸港在人才引进、科研设

备、进口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特殊

政策支持，为科研“松绑”，让张纯能够

心无旁骛地专注于科研工作。“我现在

的日常工作，就是不断探索声学技术

的前沿，通过研究声波，让我们能听懂

深海的声音，更好地守护这片蔚蓝的

国土。”张纯说。

自贸机遇 助力科研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蓬勃发展，为张

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家南繁

科研育种基地、深海科技创新中心、航

天科技创新平台等一系列创新平台的

搭建，为张纯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有力支

撑。这些平台汇聚了各方资源，促进了

科研合作与交流，让张纯能够接触到更

多前沿科研理念和技术，为他在海洋声

学领域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为我国第一个水声研究站——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南海研究站，

目前已形成集科学研究、涉海试验以

及科技服务为一体的一站三地新格

局，业务工作涵盖海洋声学研究与试

验、海洋技术与系统试验、海洋信息观

测与处理、成果转移转化和技术支撑

服务等多个领域。张纯所带领的团队

成员，既有经验丰富的老专家，也有朝

气蓬勃、创意十足的年轻人，大家携手

共进，攻克着一个又一个难关。

在海口工作的日子里，张纯最大的

收获不仅是科研成果的积累，更是自身

科研视野的拓宽和团队协作能力的提

升。自贸港政策也在他的工作中得到

了切实应用，“在科研设备的引进方面，

相关政策简化了手续，提高了效率，让

我们能够及时获取先进的科研设备，为

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

展望未来，张纯为自己和团队设

定了明确的目标：全力突破更多“卡脖

子”技术，不断开拓创新，产出更多高

质量的科研成果，攻克更多国家急需

的关键核心技术，将科研成果实实在

在地应用到祖国海洋的每一处。用张

纯的话说，2025年是“拼搏”之年，他将

和团队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

在海洋科研的道路上砥砺奋进。

（上接第一版）

发挥专业优势

助力打造营商高地

“派驻以来，我明显感受到企业对

海南自贸港政策咨询热情越来越高，

投资海口的意向持续增强。”6月12日，

人才特派员林明岳快速翻阅着手里的

外商投资（FDI）、境外投资（ODI）相关

政策文件，兴奋地向记者描绘如今国

内外企业抢滩落地的火热现状，“我主

要负责协助解答市民通过 12345热线

咨询的相关政策问题，封关运作是难

得的发展机遇，因此许多企业选择优

先在海口布局。”

人才特派员朱雅洵是一位“新海口

人”，负责党建工作。“封关运作离不开

党建引领。我希望策划组织更多与封

关运作相关的党建活动，为党旗在封关

运作一线高高飘扬贡献力量。”由于十

分看好海南自贸港发展前景，她毅然选

择在海口安家落户。她告诉记者，近年

来，海口推出一系列人才引进措施，在

人才落户、医疗服务等方面持续加大力

度，越来越多人才选择扎根海口。

两个月以来，人才特派员徐昌锐发

挥在数字化领域的专业优势，参与多项

跨境电商相关工作。“海南的税收优惠和

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对跨境电商企业

非常有吸引力。正是因为看中海南自贸

港政策红利，许多跨境电商企业汇聚海

口，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强引擎’。”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眼下，

海口正坚持做实做细封关运作准备工

作，各有所长的人才也不断发挥优势，

助力海口打造营商高地，为封关运作

提供更多智慧力量，不断提升自贸港

政策在海口落地见效显现度。

凝聚智慧星火 激荡发展浪潮

演唱会和音乐节接连登场、海南

航空海口至伦敦国际航线通航、海口

乡村旅游季启幕……今年二季度以

来，海口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

费活力之城，着力完善国际航空网络，

持续深挖文旅资源，加快培育旅文消

费新场景、新业态、新产品，推动创意

出效益，流量变销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