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25日讯（记者龙易强）近日，我省发

布 2024年第 1号总林长令，要求加强林草湿资源

保护、大力发展林业经济、深化林业领域改革创

新、守住防火防有害生物底线、夯实林业高质量发

展基础，促进林草湿资源高水平保护和林业高质

量发展。

第 1号总林长令提出，要不折不扣完成第三轮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涉林事项整改，举一反三做

好对破坏林草湿资源的问题排查和整改；完善市县

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严控林地保有量，强化林地用

途管制；完善林长制工作机制，健全森林资源网络

化管理体系，加强对红树林、海防林、国家公园及其

他自然保护地等重点区域巡护管理；坚持问题导

向，高质量开展林长巡林等。

坚持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相统

一，在保护的前提下，发展壮大林业产业，推动我

省林业经济高质量快速发展。积极拓宽“两山”

转化路径，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特色经济林、生态

旅游、森林康养等产业；积极培育和推广良种良

苗良法，做好“六棵树”文章，积极推进椰子、橡

胶、花梨、沉香、油茶和花卉种植，完善产业链条，

精心打造海南特色林产品品牌；加强林业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多类型融合业态，推进文化、旅

游、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入林业经济，加快开发林

业碳汇产品等。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行集体林地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稳定林地长期承

包关系，稳妥推动集体林权流转，积极引导社会

资本、金融资本参与林业建设。推进林木采伐改

革，优化林木采伐管理规定，实施林木采伐告知

承诺方式审批，为经营主体提供便捷服务。支持

科学开展公益林中非木质资源培育利用，加快实

施对非国有公益林林权权利人的生态保护补

偿。此外，我省还将强化森林防灭火能力，织牢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网，推进外来入侵物种“一种

一策”精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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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5日讯（记者曾昭娴）

施工电梯上下运转、塔吊繁忙搬运材

料、施工器械阵阵轰鸣……5 月 24
日，在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回迁房椰

青园 S02、S03地块项目现场，23栋高

层建筑鳞次栉比，1500余名施工人员

加班加点赶进度，向 9月竣工目标发

起全力冲刺。

当天上午，在项目现场，可见各

楼栋已基本完成外立面施工，一幢幢

楼房有序排列，个别楼栋已呈现出美

观大方的外墙装饰效果。“目前项目

正对二次结构工程、精装修工程和室

外园林市政工程，采取多班组、多队

伍流水穿插的施工模式，并提前调配

物资、科学管理调度，加快施工效率，

保障按计划如期竣工。”椰青园 S02
地块项目经理白峰振介绍，在推动项

目提速建设的同时，严格做好质量管

理和安全管理，定期举行风险评估会

议，加强工人的安全意识和技能培

训，促进项目不断提速增效。

据悉，为了提升项目信息化建设

管理水平，项目搭建智慧工地平台、

视频监控、无人机航拍、BIM应用技

术、塔吊防碰撞、吊钩可视化等信息

系统，实现对现场施工进度、设备运

行、安全文明施工、环境保护等方面

的实时监控和高效管理。

椰青园 S02、S03地块项目由中

国能建葛洲坝市政公司承建，总用地

面积约 12.8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约59.11万平方米，两个地块共配备2
栋商业楼、23栋 22层至 27层的住宅

楼。项目建成后可为当地回迁居民

提供 4464套住宅以及商业和社区服

务站等便民配套基础设施，切实满足

回迁居民的住房需求，提升居民获得

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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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青园S02、S03地块项目——

1500余人全力冲刺9月竣工

本报5月25日讯（记者陈歆卓）

提高高龄老人长寿补贴项目是 2024
年海口市级民生实事项目之一。日

前，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营商环境

建设局联合发布《关于调整和规范高

龄老年人长寿补贴发放工作的通

知》，明确了发放对象、发放标准、申

领程序、工作要求等方面内容。

根据《通知》，高龄老年人长寿补

贴（以下简称“高龄补贴”）发放对象

为具有海口市户籍且年满 80周岁及

以上的老年人。今年 1月起，将 80至
89周岁老年人高龄补贴标准由原每

人每月109元提高至每人每月200元，

将 90至 99周岁老年人高龄补贴标准

由原每人每月209元提高至每人每月

400元，将100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补

贴标准由每人每月809元提高至每人

每月 1200元（包括省级每人每月 500
元的长寿补助金）。

如何申领高龄补贴？《通知》明

确，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通

过“海易办”APP、“支付宝海易办小程

序”、“微信海易办小程序”办理高龄

补贴首次发放校验和延续发放校验，

或由亲属、朋友等其他人代为线上办

理。在线上办理时遇到无法通过刷

脸认证的情况，可选择“拍照人工审

核办理”方式；线上办理时遇到其他

无法办理的特殊情况，可就近到镇

（街）便民服务窗口进行线下办理。

高龄补贴按月校验发放，自老年

人成功校验当月起计发，于每月15日
前通过海南社保卡一卡通发放至老

年人本人社会保障卡账户。正在享

受补贴的老年人在年满90周岁或100
周岁时，无须申请变更，由全市一体

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系统在年满 90
周岁或100周岁当月起自动变更调整

发放标准。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持续健全完善老年人福利制度，高龄

补贴制度已纳入我市基本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和财力状况适时动态调整发放标

准。下一步，有关部门将强化工作统

筹，规范发放管理，加大政策宣传，保

障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对高龄补贴“应

享尽享”。

海口调整高龄老年人长寿补贴发放标准
90至99周岁老年人提高至400元/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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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举办军地
青年联谊活动

本报5月 25日讯（记者李欣 周慧）5 月

25日，“爱在椰城·情牵军营”2024年海口市军

地青年联谊活动在海口冯小刚电影公社芳华

景区内举办，为 160位来自海口驻地部队和海

口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单身青年搭建“幸

福鹊桥”。

当天，爱心气球、美丽鲜花、精美甜点等将

芳华景区装点一新。活动由轻松的破冰环节开

场，“快到碗里来”“爱的抱抱”等多种趣味游戏

轮番进行，帮现场男女嘉宾打破拘谨、拉近距

离。随后，通过一系列互动游戏，男女嘉宾相互

增进了解，现场气氛热烈，掌声和喝彩声此起彼

伏。在最后的“爱的大告白”环节中，青年男女

向心仪嘉宾勇敢示爱，现场多对青年交换联系

方式，9对男女嘉宾成功牵手。

“平时工作中认识女生的机会不多，感谢主

办方为我们搭建这样的互动交流平台。”现场参

与活动的一名男嘉宾表示。

海口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优抚服务科科

长夏冰介绍，此次活动是我市第三次举办军

地青年联谊活动，目的是加强海口双拥工作

和军民共建共享工作，为军地适婚青年创造

交流平台。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海口

警备区政治工作处、团海口市委、海口市妇联主

办，海口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承办。

海口经济学院拟建设
为综合性海口大学

本报5月25日讯 今天上午，海口经济学

院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在该校举行。会上明确

了海口经济学院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通过构

建“11234”工作矩阵，将该校建设成特色鲜明、

国内知名、中国高水平民办大学——综合性海

口大学，着力构建完成与区域产业集群紧密对

接、学科专业融合发展的应用型学科专业集群，

并获得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

据悉，海口经济学院是 2008 年经教育部

批准成立的海南省第一所独立设置的民办本

科高校，也是我省第一批省级示范应用型本

科高校。该校迄今共建立产业学院 16 个，成

为全国首家也是唯一一家产业学院全覆盖的

高校。

未来五年，该校将进一步坚持党管办学

方向，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通过突出

“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强化

人才引育，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两大核心，全

面提高办学质量。通过抓住“全力推进特色

学科专业建设、全力推进服务区域经济科研

平台、全力推进国际化办学水平”三项重点，

全面提升办学实力。该校还将通过建强学工

保障体系、筑牢安全保障防线、完善服务保障

机制以及提升后勤保障水平，为推动建设成

为中国高水平民办大学、综合性海口大学夯

实办学基础。

（邓晟）

探访一线

了解废物处理全流程

海口全域实行生活垃圾四分类，其

中可回收物在前端进行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有害垃圾则采取物业预约、环卫公司

上门收运，由专业公司处置；剩下的厨余

垃圾和其他垃圾去了哪里？

5月25日，“分类体验官”们来到位于

欧绿保神州（海南）新能源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的海南城乡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科普利用教育中心，系统地了解了包括厨

余垃圾在内的有机废弃物处理全流程，并

踊跃参与垃圾分类趣味游戏活动。现场，

公司讲解员邱名鑫向大家介绍，按照废弃

物+清洁能源+有机肥“三位一体”的模式，

公司对有机废弃物进行资源化、无害化处

理，生产沼气以及沼液沼渣。其中，沼气

经处理和提纯变成生物天然气，可作为城

市交通工具燃料或居民、工业燃气，沼渣

沼液作为绿色有机肥，反哺生态农业。

紧接着，“分类体验官”们来到了海

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在垃圾吊控

制室内，透过一面巨大的玻璃，大家看到

一只巨型抓斗把垃圾抓取到生产线上，

准备投入焚烧炉中。“目前，公司生活垃

圾处理量达到4200吨/日，年发电7亿千

瓦时，对有效改善当地的环境卫生，促进

生活垃圾处理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

发挥重要作用。”中电国际新能源海南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徐文俊说，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免费向公众开放，大家可通过

电话、“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小程序等

方式进行预约参观。

回归生活

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

“今天的体验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

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流程有了更深的了

解，也对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

识。”来自海南省农垦中学的初一学生柳

雅溪告诉记者，今后，自己将做好垃圾分

类，减少垃圾产生。

5月 22日至 28日是“第二届全国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市生活垃圾分

类和减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

介绍，5月25日的参观体验活动通过邀请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校代表、家庭代

表、物业企业等近 160人，走进生活垃圾

末端处置厂进行参观，让大家了解垃圾资

源化、无害化的处理过程，进而支持、践行

垃圾分类。

掀起垃圾分类宣传热潮，学校是重要

阵地。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将

依托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等平

台，加强对学生生活垃圾分类教育，深入

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进课堂等活动，通过

“小手拉大手”带动家长参与垃圾分类，形

成“教育一个学生、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

个社区、引领整个社会”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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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最后都去了哪里？如何让垃圾“变废为宝”？5月25日上午，海口组织近160名“分类体验

官”走进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海南城乡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科普利用教育中心，了解其

他垃圾焚烧无害化处置及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的工艺流程，体验垃圾“变废为宝”全过程。

□本报记者 龙易强

▲5月25日，在海口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工作人员操作抓斗将垃
圾投入焚烧炉。

▶5月25日，在海南城乡有机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科普利用教育中心，“分
类体验官”正在了解有机废弃物处理全
流程。

本报记者 杨鹤 摄

百年琼剧正青春
（上接第一版）回忆往昔，琼剧舞台多搭

在老街、乡村等地。如今，琼剧的演出场所

场景更加多元：在市中心的潮流商圈，悠扬

琼韵为消费场景赋予独特“文化味”；在旅游

景区，琼剧为游客打开了一扇了解海南本土

文化的窗口……琼剧还是我市多项文旅活动

的重头戏，在冼夫人文化节、府城元宵换花

节等活动中大放异彩。

为了走好琼剧“老戏新唱”之路，美兰区创

新打造了“琼剧我来唱”活动，把舞台搬进社区、

公园、商圈，由琼剧戏迷票友唱“主角”，为广大

群众提供了一展风采的机会。

聚焦青少年传承发展

美兰区大致坡镇被誉为“琼剧之乡”。这里

不仅连续举办多届大致坡琼剧文化节，还兴办

少儿琼剧公益培训班。每到暑假，培训班会吸

引许多青少年报名参与。经过一个暑期的培

训，不少孩子已经能够完整演绎一支琼剧曲目，

颇有琼剧演员的风采。

在海口市内，琼剧也一步步走进校园，以青

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圈粉”无数。在去年的大

致坡琼剧文化节期间，系列活动“琼剧进校园”

走进海口市第三十四小学、新埠中心小学等美

兰区的9所学校，由琼剧表演艺术家为上千位师

生带来琼剧文化课堂，传授琼剧的唱腔、表演、

台风等方面知识，还以琼剧的方式演绎学生熟

悉的古诗词，深受广大师生喜爱。

“将琼剧艺术与青少年较熟悉的文学形

式相结合，是做好青少年琼剧普及的第一

步。”海口琼山慕芳琼剧团团长陈慕芳说，这

有效拉近了年轻群体与琼剧的距离，让他们

深入了解琼剧的艺术魅力，进而为琼剧发展

奠定人才基础。

琼剧流传至今仍经久不衰，是离不开政府

部门的保护与传承。美兰区文化馆馆长陈帅介

绍，将持续推进琼剧传承推广，通过琼剧进商

圈、进景区等形式扩大琼剧的知名度和受众面，

同时推动琼剧进校园，引导更多年轻群体加入

其中，让这项古老艺术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