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范引领增添发展信心

美兰区演南村探索发展龙虾养殖产业

小小青龙虾 闯出致富路
身着青蓝色“盔甲”，个头长过一个手掌，两只虾钳威风

凛凛……这是美兰区演丰镇演南村的致富新“法宝”——澳
洲青龙虾。近年来，演南村积极发展龙虾养殖产业，通过“领
头雁”的示范作用，带领村民实现从传统养殖到高效养殖的
转变，“产业碗”越端越牢，“致富路”也越走越宽。

□本报记者 陈钰婷 特约记者 王聘钊

▲在演南村村民谭光亮的
虾塘，养殖人员将青龙虾放入育
种池中。

▶5月7日，在演南村村民
谭光亮的虾塘，刚刚打捞上来的
青龙虾个大肥美。

本报记者 杨鹤 摄

澳洲青龙虾这一消费市场的

新兴品种，缘何走进演南村这座小

村庄？

演南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郭

人歌介绍，此前由于虾苗、技术更新

不及时等原因，导致产量下降、盈利

状况差，因此出现了不少废弃的虾

塘。为重振养虾产业，村干部和驻

村工作队队员外出“取经”，最终选

择了澳洲青龙虾。

新产业虽是新希望，但终究是

个未知数，面对持有观望态度的村

民，村干部决定当起“领头雁”，带头

养殖第一批澳洲青龙虾。结果没有

让他们失望，半年后成熟出笼的青

龙虾，达到了几万元的盈利。看到

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当地村民纷纷

加入澳洲青龙虾养殖队伍，重建废

弃虾塘，重燃产业希望。

“有些村民想发展产业，但苦于

没有启动资金，我们就帮他们申请

小额信贷，争取为大家扫清产业发

展路上的障碍。”郭人歌说，该村向

群众广泛宣传小额信贷政策，为符

合条件且有意愿发展产业的村民提

供全流程代办服务，拓宽群众增收

渠道。如今，演南村的澳洲青龙虾

养殖面积已超100亩。

下一步，演南村将持续聚焦产

业发展，引导带动村民加入澳洲青

龙虾养殖队伍，帮助养殖户解决管

理、销售等方面的问题，推动澳洲青

龙虾养殖成为该村的特色产业，为

乡村振兴注入产业发展动能。

5 月 30 日上午，在演南村村民

谭光亮的虾塘里，随着一片片水草

在水中摇曳，一笼笼澳洲青龙虾被

打捞上岸。看着个大肥美、挥舞着

大钳子的青龙虾，谭光亮脸上露出

了满意的笑容。

“与市场上普通的小龙虾相比，

澳洲青龙虾个头大、出肉率几乎翻了

一倍，在半年的养殖周期下，一只青

龙虾能长到 6两重。”谭光亮掰着手

指算起一笔“丰收账”，一个虾塘可养

殖1万尾虾苗，而成熟出笼后的青龙

虾，每斤收购价在40元左右，除去养

殖成本，盈利起码有3万元。

今年是谭光亮养殖青龙虾的第

四个年头。此前他与村里大部分村

民一样养殖普通的白虾，听说青龙虾

的盈利更高后，他便用一个虾塘试了

试水，没想到当年的收入比往年翻了

一番。于是，他便与其他村民合伙扩

大养殖规模，如今他管理的虾塘已达

到10个，成了名副其实的养虾大户。

“养殖青龙虾不仅盈利高，还不

愁卖，因为很多收购商都会主动上门

来收。”谭光亮一边说着，一边忙着称

重、打包刚出笼的青龙虾，几个小时

后，这些青龙虾将飞往上海，为当地

消费者送上鲜美滋味。

创新产业助农丰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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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源头精细化分类

5月 30日上午，在龙华区世贸北

路海岸壹号小区定时投放垃圾房旁，

督导员林桔正在引导小区住户进行

垃圾分类投放。当住户分类正确时，

林桔就在刷卡机上按下“正确”按钮，

反之就按“错误”。

为提高垃圾分类效率，海口在多

个小区开展“一户一卡、持卡投放”工

作。目前，全市持卡分类投放覆盖 6
万户。“垃圾分类持卡投放可督促居

民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自实行以

来，小区住户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大

幅提升。”海岸壹号小区物业负责人

汪黎翔说。

加强前端精细化分类，是提高生

活垃圾回收利用率的基础。近年来，

海口创新推出厨余垃圾“公交化收

运”模式，小区成为“站点”，厨余垃圾

则是“乘客”，从根源上打消市民对垃

圾去处的顾虑。“厨余垃圾车什么时

候来、垃圾最后去了哪里，扫一扫站

牌上的二维码就能知晓。”汪黎翔告

诉记者，实行该模式之后，小区厨余

垃圾分类正确率达 95%以上，每日可

回收物约150公斤。

此外，海口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达标（示范）小区的创建，进一步提

高居住小区前端分类的准确性和家

庭厨余垃圾的分出率。“我们还按照

海口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的相关

要求，与餐饮行业签订收运协议，做

到应收尽收，提高餐厨废弃物的收运

量。”市垃圾分类办工作人员说。

不断提升资源化利用

“以前想卖废品还得请人上门

回收，现在家门口有了智能回收站，

我们随时可以投放了。”近日，在龙

华区金海路财富广场的生活垃圾分

类“两网融合”智能回收站前，附近

居民刘梅提着一大袋废纸来称重、

投放。

智能回收站的投用，有效促进了

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海南省量心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学才介

绍，目前龙华区已投入使用的23座智

能回收站，注册使用用户达46601人，

全区累计收集市民投放可回收物

8797吨，通过现金返还功能累计返还

用户现金1283万元。

除可回收物外，其他垃圾和厨余

垃圾怎么“变废为宝”？据悉，厨余垃

圾（含餐厨废弃物）会运送到指定的

餐厨垃圾清运处理公司进行处理，可

产生生物柴油、沼气、有机肥料等，其

他生活垃圾则进行全量焚烧发电。

目前，我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

到 4200吨/日，厨余（含餐厨）垃圾处

理能力为800吨/日。

“每吨垃圾焚烧后可发电 440千
瓦时，焚烧产生的炉渣还可以进行

资源化利用，如作为路基材料或制

作砌块、行道砖等。”中电国际新能

源海南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徐文俊介

绍，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经

过一、二、三期的建设，目前共建设

投运了 7条垃圾焚烧处理线，年发电

约 7亿千瓦时。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达标示范小区、示范单位的

样板创建，提高市民生活垃圾分类的

参与率、投放准确率和厨余分出率，

进一步提高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含

餐厨废弃物）的清运回收量，有效促

进生活垃圾回收利用提升。”市垃圾

分类办工作人员说。

海口今年推动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38%
让垃圾“变废为宝”，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5月16日，在龙华区金海路财富广场的生活垃圾分类“两网融合”智
能回收站，市民正在投放垃圾。 本报记者 杨鹤 摄

本报6月1日讯（记者王子豪）

省科技厅近日发布通知，根据省政府

重点工作部署和工作计划安排，现将

《2025年海南省外国专家项目申报

指南》予以发布，并同步组织开展申

报工作。

根据《申报指南》，本次项目征

集聚焦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结合自

贸港重点发展产业，征集包括“高

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和“外国青

年人才引进计划”两类项目。其

中，“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支持

方向包括引进能够促进原始创新、

突破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发展高新

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科学家、科

技领军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及创新

创业人才。

“外国青年人才引进计划”主要

开展包括博士后研究等在内的科研

合作，促进外国青年学者在华开展长

期、稳定的学术交流与研究工作。以

上两个项目资助金额不超过 50 万

元，应按规定的开支范围和资助标准

支出经费。

通知明确，本次申报材料通过海

南省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统进行网

上填报。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 6月
15日24:00。

本报6月1日讯（记者祝勇）记者从

海南省旅文厅获悉，“机票即门票”2024
年海南旅游消费券活动 5月 1日上线

后，好评如潮，该活动已延期至6月30
日，并新增3家景区，即6月1日至6月
30日，1张来琼机票=23家景区门票。

活动期间，游客在携程、去哪儿、

飞猪、美团、同程、途牛任意一家OTA
平台，或者海南航空、南方航空、长龙

航空、四川航空、首都航空、东方航

空、中国国航、深圳航空、山东航空任

意一家航司渠道，订购 6月 30日及之

前的国内航空公司（不含九元/春秋航

空）承运的飞往海南（海口、三亚、博

鳌）的机票并落地后，即可通过“海南

放心游”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原购票

渠道发送的短信通知、购票订单通

知、站内信息等，获取“机票即门票”

海南旅游消费券包的领取链接。

据了解，优惠活动原本共有20家
景区参加，包括海口火山口公园、海

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电影公社南洋

潮景区、观澜湖火山温泉谷、泰迪熊

博物馆）等。此次新增三亚西岛海洋

文化旅游区、海南南湾猴岛生态旅游

区（呆呆岛）、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

城等 3家景区。至此，参加此次优惠

活动的全省景区共有23家。

值得一提的是，“机票即门票”活

动延期至 6月 30日，再加上消费券的

15天有效期，游客使用日期最晚可至

7月14日。

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

一步深化酒店和免税行业的合作，升

级权益内容，除了包含23家景区免首

道门票入园，还附加免税购物消费

券、酒店住宿特惠等优惠。这些优惠

不占用消费券额度，将更好地扩大游

客享受旅游消费权益的范围。

我省新增3家景区参与“机票即门票”活动

1张来琼机票=23家景区门票
2025年海南省外国专家项目启动申报

最高资助50万元

持卡投放、厨余垃圾“公交化收运”、建设智能回收站……近年来，海口积极推
动生活垃圾前端减量和精细化分类，促进生活垃圾分类网与废旧物资回收网“两网
融合”，加强生活垃圾末端处置能力，让垃圾“变废为宝”，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5月30日，记者从海口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
市垃圾分类办）获悉，海口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实效，推
动今年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8%以上。

□本报记者 龙易强

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名单公布

我市一企业入选
本报6月1日讯（记者王子豪）为鼓励和引导

体育企业向特色化、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发展，近

日，国家体育总局向社会公布体育领域国家级“专

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2023
年）。海口国家高新区企业海南苏生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成功入选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

名单，成为我省唯一上榜企业。

据了解，体育领域“专精特新”企业不仅是行业

中的佼佼者，更是专注于细分市场且创新能力强的

“排头兵”企业。随着数字技术不断赋能新型工业

化发展，体育企业也将通过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提升

传统产业现代化水平，实现产品高端化发展。

“此次上榜是对我们骨科和运动医学植入类

医疗器械产品在体育业务领域的认可，未来我们

将瞄准运动损伤领域开发精准治疗的先进医疗器

械，助推海口医疗器械产业实现延链补链强链。”

海南苏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胜说。

（上接第一版）

公园焕新 市民有了好去处

像金垦路口袋公园这样小巧多样的公园，已成

为海口街头一道亮丽的民生风景线。

位于玉河路的椰子岛公园，经过“微改造”之

后，设有健身区域、儿童乐园、草坪台地、休闲座椅

等设施。其中一处灰色瓷砖铺就的小型舞台明亮

开阔，十分引人注目。

“以前这里有一处舞台，一些社区文化活动会

在这里开展。后因破旧被拆除，我们都觉得十分

惋惜。”居民齐文在此居住多年，他说街坊们看到

重新建设的舞台都很开心。

据了解，椰子岛公园舞台选址中心广场，迁移

了原场地上的两处树池和景观树，拓展了活动空

间，用于举办小型晚会、歌舞表演、民俗活动等，满

足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进一步增强了椰子

岛公园的文化服务功能。

今年海口还计划新建10个口袋公园，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的向往。此外，5个公园

老旧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及改造项目被列入海口今

年10项民生实事项目，居民们“推窗见绿、出门入

园”的理想生活愿景越来越触手可及。

强基固本向未来
（上接第一版）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近

年来，海南实际利用外资、新设外资企业数量等指

标保持高位增长态势，英特尔、雀巢等一批国际知

名企业落户海南。海南自贸港“朋友圈”不断扩

大，向内，粤琼、湘琼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开工

建设；向外，海南发起了全球自贸区（港）伙伴关系

倡议，当前成员已达34家。

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5月29日，文昌。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心

脏”和“血管”——加注供气系统，顺利通过预验

收，后续将承担为火箭系统输送能源动力的重

任。建设发射中心，发展航天科技，打造航天旅

游，文昌已由“椰乡”逐渐蝶变为一座航天新城，未

来产业拔地而起。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在产业发展方面，海南

勾勒出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蓝图。

2023年，海南全省旅游总收入比2019年增长

71.4%；海上风电、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模组、芯片

设计制造、石化新材料等新产业、新项目开工或投

产。据统计，海南四大主导产业占全省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超六成。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海南利用气候

温度、海洋深度、地理纬度和生态绿色比较优势，提出

向种图强、向海图强、向天图强、向绿图强、向数图强。

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石耀

东说，海南已拥有2800多家种业创新企业，聚集了

上千家海洋装备制造、资源开发利用、海洋生物医药

等企业，并着力打造“清洁能源岛”和数字经济产业。

2023年，海南全社会研发投入资金比2019年
增长201%，增速连续4年保持全国前列。种业、深

海、航天等未来产业，正加快从“未来”照进“现实”。

封关准备全面铺开

热浪翻涌之中，工程车辆来回穿梭，施工人员

挥汗如雨。海南自贸港机场口岸等封关运作项目

建设现场一片忙碌景象。

“我们的目标是做到人员自由流动、无感通关，

同时做好货物进出管理。”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基建管

理中心副经理彭涛介绍说，机场基础设施建设和硬

件设备安装调试工作现已全面完工，并进行了“二线

口岸”通关模拟演练和安检查验流程的初步验证。

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一号工程”，封关运

作准备工作全面铺开。

截至目前，封关任务清单、项目清单、压力测

试清单“三张清单”中，海南31个封关项目主体工

程基本完工，27项压力测试任务已实质性开展22
项，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扩大至全省重点园

区，正紧锣密鼓推进进口征税商品目录、禁止限制

进出口货物物品清单、海关监管办法等封关配套

政策的制定工作。

石耀东说，今年海南组织开展封关运作准备

攻坚战，将全面完成封关运作软硬件项目建设，同

时结合封关运作需要，持续开展模拟演练，确保压

力测试充分开展、应测尽测，做到大样本、全覆盖。

展望封关之后，海南自贸港与世界各地的贸

易和投资将更加频繁、更加自由便利，能更有效汇

聚全球要素、配置全球资源，成为“中国开放的大

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生动注脚。

（新华社海口6月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