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周慧）6 月 20
日，由海口市委宣传部主办，海口市委理

论教育讲师团、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

椰城有“理”——2025 年海口市基层理论

宣讲擂台赛决赛举行。进入决赛的 10组
基层宣讲员同台竞技，为观众呈现了一场

理论阐释深刻、表达形式鲜活的理论宣讲

竞赛。

决赛现场，选手们通过“宣讲+情景剧”

“宣讲+快板”“宣讲+手语”等多元形式，以

百姓视角阐释理论精髓，用个性化语言讲述

时代变迁，实现理论宣讲“接地气、冒热气、

聚人气”的传播效果。经专业评审和公证监

督，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

等奖 3名，以及优秀奖 4名、优秀组织奖 4
名、新声进步奖 1个、最佳新人奖 1名。其

中，海口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宣讲的《江

东涌新潮 自贸看今朝》荣获一等奖。此次

擂台赛还通过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旗下融媒

体平台进行线上视频直播，累计观看人次超

35万，点赞超50万。

据介绍，此次比赛旨在生动展现全市广

大基层宣讲队伍以“小切口”解析“大主题”

的实践创新成效，持续讲好海口故事，推动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

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该擂台赛自

2024年 12月底启动报名以来，获得全市热

烈响应，共征集54组参赛作品。

近两年来，海口聚焦“讲什么、如何讲、

谁来讲、讲出什么效果”的根本性问题，推出

“宣讲+实干”创新宣讲新模式，形成“讲完

就干、讲完献策”的鲜明导向。下一步，海口

将继续深化“宣讲+实干”品牌建设，切实推

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同时通过

“理论+实践”、“老带新”、以赛促讲、讲学相

长等方式，培育一支思想觉悟高、理论水平

好、表达能力强的海口宣讲员队伍，建立学

用转化机制，实现从“理论入耳”到“实践落

地”的质效跃升，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强

劲思想动能。

海口举办基层理论宣讲擂台赛决赛

椰城有“理”“声”入人心

6月20日，椰城有“理”——2025年海口市基层理论宣讲擂台赛
决赛举行。 本报记者 康登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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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0日讯（记者梁冰）6月
20日晚，海口骑楼老街北广场化作一

片欢乐的海洋，为期3个月的海口2025
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

动在这里启幕。活动期间，“文艺轻骑

兵”小分队将深入村镇社区、校园企业、

田间地头、各级文明实践站所，通过“文

艺演出+技能培训+知识讲座+公益赠

书”的多元组合形式，将文化活水精准

灌溉至基层。

在当晚的开幕式上，精彩的文艺表

演联袂登场。热闹的开场舞蹈《龙腾盛

世》拉开了演出的序幕，随后，歌舞、民

乐、琼剧、川剧变脸等多个精心编排的

节目逐一上演。

舞台上，民俗舞者身着独具特色的

椰叶服饰，裙摆翻飞间，宛如南海碧波

涌动，尽显海岛风情与生命律动；琼剧

艺术家们带来的经典唱段在百年骑楼

间回荡，古韵悠扬，带领观众穿越时空；

本土诗人深情朗诵原创诗篇《醉美海之

南》，以饱含深情的诗句，描绘海口的崭

新风貌与乡村振兴的壮美图景。

“节目很丰富，不仅有老人喜爱的

琼剧，也有年轻人喜欢的流行歌曲，看

得很过瘾。”家住附近的市民陈先生说。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五大主题文化

体验区，邀请书法名家、中医医师、非遗

传承人等到场与市民游客互动，并展出

名家书画、非遗手工艺品等。“在体验剪

纸的过程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海口

的非遗魅力。”一位带着孩子前来体验

的家长说。

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口

2025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活动旨在将高品质文化服务送到市

民家门口，提升市民文化素养，涵养家

国情怀，筑牢文化自信之基。

海口启动“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活动

曾经的白石溪地区是英雄辈出之地，

如今的大坡镇秉承红色精神，通过发展胡

椒等特色产业，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从 20世纪 50年代起，大坡镇便开始种

植胡椒，如今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胡椒连片

生产基地，胡椒种植面积达到 3.96万亩，产

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2%。今年4月，大坡镇

胡椒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定，为海口

首个获批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此外，大

坡胡椒还走出国门，出口到新加坡等国

家。据介绍，为推动胡椒产业高质量发展，

大坡镇成立了胡椒产业链党委，并依托科

技小院开展深加工，开发胡椒饼干、足浴包

等1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推动产业链延伸。

如今的大坡镇，胡椒林郁郁葱葱，小洋

楼鳞次栉比，不少农民因胡椒致富，过上了

幸福的生活。“未来大坡镇将继续秉持革命

精神，持续推动胡椒产业发展，不断提升大

坡胡椒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推动农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大坡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6月20日讯 6月20日，海南

省考试局发布 2025年海南省中考重要

提醒，我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
25日至 27日举行，今年我省继续实行

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

试“两考合一”的办法。

根据考试安排，九年级学生考试科

目为语文、数学、英语（含听力）、道德与

法治、历史、物理、化学共 7科（体育与

健康科目已考完），八年级学生考试科

目为生物、地理共2科。九年级语文和

八年级生物开考前 40分钟（其他科目

在开考前 30分钟），考生开始进入考

场；进入考场时，考生要在考场门口有

序排队，自觉接受安检。

据悉，我省中考生志愿实行考后知

分、知排位、网上填报的方式，分三次进

行。第一次在 7月 6日—18日中午 12
时填报。在此期间，考生可一次性填报

所有批次志愿学校，其中7月16日公布

考生成绩和排位。第二次在第一批次

学校统招生录取结束后填报。未被录

取的考生可填报（修改）本批次指标到

校志愿以及第二、三批次学校志愿，不

作修改的，原填报志愿继续有效，填报

时间为7月27日—28日中午12时。第

三次在第二批次学校录取结束后填报，

填报时间为 8月 6日—7日中午 12时。

尚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填报（修改）第三

批次志愿，不作修改的，原填报志愿继

续有效。

（刘骄骄）

2025年海南省中考将于
6月25日至27日举行

在琼山区大坡镇东昌

居，白石溪静静流淌，溪边矗立

着一座烈士纪念碑，无声地诉说着

这里曾发生的革命故事。6月19

日，记者来到白石溪地区革命烈士

纪念碑，探寻这里的红色基因与这

片红色热土上的发展蝶变。

探访琼山区白石溪地区革命烈士纪念碑

革命故事代代传 红色热土日日新

白石溪地区革命烈士纪念碑于

1991年建成，是由琼崖纵队老战士王

昆、王若夫、林鸿盛、李恩铭等同志发

起，为纪念在白石溪一带为革命牺牲

的烈士而建。走进园区，入目是高大

的纪念碑，碑前两侧竖立着一对 3米
高的龙柱，8米高的纪念碑正面题刻

“白石溪地区革命烈士纪念碑”，背面

题刻“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场景庄严

肃穆，令人肃然起敬。

纪念碑底座的碑文概括了白石

溪地区的革命历史：白石溪地区于

1926年建立党组织，是琼山、文昌地

区的重要革命根据地，也是海南省著

名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在土地革命

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该地

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浴血

奋战，为海南人民解放事业付出了巨

大代价，为国捐躯的英烈有359人，被

杀害的群众有 3500人，40个村庄被

焚烧夷平……

英雄事迹可歌可泣，值得人们永

远铭记。纪念碑底座题刻有革命烈士

名单，以纪念牺牲的烈士和死难的数

千名群众。纪念碑后为两座壁廊，分

别在正面、背面用大理石镌刻着建碑

简介和冯白驹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题词等内容，壁廊中间的拱门上

方则刻有“浩气长存”四个大字。此

外，纪念碑园院内还建有凉亭供游人

观光时小憩。

如今，每逢清明节或节假日，都

会有学生和群众来到这里缅怀革命

先烈，了解红色历史。“在东昌居，白

石溪烈士的革命故事代代流传、人人

知晓。”东昌居居长助理曾斗斗说。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肖卫香）6
月 19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大讲坛——

流动学堂报告会来到海口市海景学校，

开展了一场主题为《腹有诗书气自华》

的讲座，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海

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李公羽结合苏

东坡的生平故事，引导同学们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成长的精神力量。

在讲座过程中，李公羽以苏东坡的

名句“腹有诗书气自华”为切入点，引导

学生深入了解苏东坡的读书方法，从苏

氏家风中感受中华文化的脉搏。讲座

还结合苏氏家庭传承的读书正业良好

家风，深入阐述了读书、思考与写作之

间的紧密关系，并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知

识修身养性、报效国家。

“我看到了古代文豪的豁达和对

知识的热爱。”海口市海景学校学生陈

婉清听完讲座后说，未来，自己将更加

乐观地面对困难，努力学习更多知

识。该校学生张家齐则从“三苏”的良

好家风中看到了家国情怀。“我将努力

学习知识，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张家齐说。

海口市海景学校相关负责人林蓉

介绍，通过这场别开生面的流动学堂，

同学们更进一步地了解了苏东坡的故

事和诗词作品，还通过“三苏”家传的读

书正业之风，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信，增

强了自主学习的内生动力。

海口“护苗”行动进行时
海南自由贸易港大讲坛走进椰城校园

聆听东坡故事 汲取“成长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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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琼山区大坡镇的白石溪地区革命烈士纪念碑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 本报记者 苏弼坤 摄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陈晓洁 通讯

员王妍馨）6月 16日，随着一台大型顶管机

的启动，海南电网首条电力过江隧道——

海口 220千伏滨江（国兴）输变电新建工程

过江隧道进入了顶管施工阶段。该隧道是

连接海口江东新区与海口中心城区的重要

电力通道，总投资 1.34亿元，是目前全省长

度最长、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电

力隧道。

据介绍，隧道沉井深度

达 26米，顶管机将从 2号
工作井始发，横贯南渡

江，到达 1 号工作井，

一次顶进距离长达

1050米，属于超长距

离顶管作业。“长距离

顶管顶进不仅姿态控

制要求高，对接收井精

度控制也有较高要求，轴

线偏差必须低于50毫米。”南方电网海南电

网建设分公司项目管理专责周睿说。

考虑到顶管地质复杂，该项目选用了

DN2400全地层信息化硬岩顶管机。顶管

机装载有 6个动力电机且配备机头复合刀

盘及机尾应变气压仓，可适应复杂地质环

境下的掘进施工。顶管始发采用预埋钢套

环注浆阻水工艺，可实现深沉井高水头压

力、流沙地质条件下的安全高效施工。项

目还选用了VMT全站自动测量控制系统，

实时监控轴线偏位情况，监控数据联网上

传至井上程控室用于指导纠偏，确保顶管

机安全精准出洞。

据悉，该隧道工程计划于今年 12月底

建成投产，投产后将进一步增强海口市中

心城区及南渡江西岸片区的供电保障能

力，提高供电可靠性，同时也将为海南电网

在跨江、跨海、城市人口密集地区建设输电

通道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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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月月1616日日，，在海口在海口220220千伏滨千伏滨
江江（（国兴国兴））输变电新建工程过江隧道输变电新建工程过江隧道
项目现场项目现场，，工人正在焊接设备工人正在焊接设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晓洁陈晓洁 通讯员通讯员 袁卅袁卅 摄摄

（上接第一版）下一步，市公安局将指导

各区公安分局根据未落户人员的实际

情况依规进行分类处理，计划6月30日
前全面解决未落户人员的落户问题。

真情服务让户政服务有速
度更有温度

公安户政服务是与群众息息相关

的民生工程。海口警方让户政服务既

有速度更有温度，推动学习教育见行

见效。

“海口有 16项人才引进政策以及

相应的家属随迁投靠户籍政策，现在办

理落户‘跨省通办’，省时省事。”近日，

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中州航空有限责

任公司内，来自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

的企业服务专员潘国花正开展上门服

务，为企业人才落户提供便利。

“真是太贴心了，正想咨询落户的

事呢，这下方便多了！”6月 16日，2025
年“海南学子就在海南”留才行动——

海南大学实习就业双选会现场，海南大

学热带农林学院毕业生吴才芳对海口

警方将人才落户咨询点搬进校园招聘

会连连点赞。

今年高考期间，海口警方将户政窗

口前移至考点一线，由办证中心民辅警

全程驻守，提供“零距离”服务。海口警

方共为45名考生提供了身份证绿色通

道服务，临时身份证明打印点为 53名
考生现场打印临时身份证明，解决考生

的燃眉之急。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口警

方将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

向，以“严实效”标准持续推动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通过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

一体化在线服务功能，实现“一网通办”

“一网协同”，让网办业务更加好办。全

面落实“一窗通办”，持续优化人才落户

环节和流程，实现人才落户线上办全流

程审批办结。针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办

证高峰，海口公安将通过增设办证窗

口、开展延时服务等方式，为群众提供

暖心办证服务。

纪念海南解放75周年·追寻红色足迹 感受椰城新貌

英雄事迹可歌可泣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本报记者 李 欣
特约记者 许晶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