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4日，在美兰区红丰村委会道孟河，机械轰鸣，工人在进行清淤。 本报记者 石中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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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汶 特约记者 许晶亮

日前，在琼山区滨江西路，博雅

片区（一期）城市更新项目旁，马坡居

民小组居民陈忠平看着眼前在建的

高楼，憧憬不已，“盼望早日住进新

房，也盼着博雅片区（二期）城市更新

项目1号地块早日开工。”陈忠平告诉

记者。

据了解，今年以来，琼山区及滨

江街道以党建为引领，通过成立博雅

二期城市更新临时党支部，组建党群

连心动迁工作队、建立党员矛盾调解

队伍等举措，积极化解居民顾虑和因

历史遗留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全力

推进1号地块更新开发。

党员带头化解居民顾虑

5月 24日上午，记者在滨江西路

的1号地块看到，多座房屋已经拆除，

即将进行地表清理工作。

“1号地块涉及我家房屋，我们老

两口和3个孩子共同居住。”河口居民

小组60岁的党员居民倪承光说，在此

次项目征收工作中，他第一时间站出

来同意签约，“我是一名党员，必须做

好表率，而且今后有了新房，能够解

决孩子们共同居住的问题。”

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党员带

头作用，是滨江街道推进 1号地块征

收工作的重要举措。

据介绍，1号地块涉及城东社区

河口居民小组、马坡一、马坡二等3个
居民小组46户居民。为加快推进1号

地块征收工作，街道办成立了博雅二

期城市更新临时党支部，组建了一支

包括党员和乡贤、能人在内的党群连

心动迁工作队，并在涉及城市更新项

目的党员中广泛开展“一管三带”“三

带一动”活动，由党员带头，带动其他

居民支持配合城市更新工作。

“我在这里生活几十年了，跟大

家关系都很熟，所以我就主动上门，

当好政策讲解员，以自身做示范，协

助街道做其他被征收居民的思想工

作。”倪承光告诉记者，通过他的带

动，该居民小组十余户居民也顺利

签约。

党群连心推动难题解决

城市更新项目，是一项民生工

程。然而因土地界限不清引发的矛

盾成为征收工作推进的障碍。

如何帮助居民解决矛盾纠纷？

滨江街道还组建了一支党员矛盾调

解队伍，依托党员和乡贤化解居民的

顾虑和矛盾。

“面对居民因土地界限不清引

发的矛盾，我们就多次上门走访，

挨家挨户进行调解。”城东社区党

总支部书记、博雅二期城市更新临

时党支部书记林书锋介绍，依托该

队伍共调解家庭及邻里土地纠纷

10余宗。

在征收工作开展期间，有一块涉

及 10余户居民，占地 3亩左右、含 124
块坟墓的土地，成为一大难题。

“党员干部带头，为群众‘打了

个样’。”林书锋说，在广大党员干部

的带动下，做好了大家思想工作，居

民纷纷同意迁移坟墓。他还组织居

民多次前往颜春岭公墓和旧州镇富

山墓园了解坟墓迁移的方案，进一

步化解居民“迁到哪里去、扫墓方不

方便”等顾虑，推动 124 个坟墓顺利

完成迁移工作。

琼山区以党建为引领推进博雅片区（二期）更新开发

党群同心化难题 城市更新再出发

高效高速抓建设 铆足干劲拼进度
海口湾A1001—2地块项目将打造城市级地标商业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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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全面推进全国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工作

村塘美化村民乐 村居环境更宜人
近日，秀英区会南村委会富教村的村民在村口散步时，发现村口

曾经“脏乱差”的排洪沟，臭味消失了。伴随着农村黑臭水体治理项目

持续推进，富教村村居环境还将进一步美化。据了解，今年4月15日，

海口的40个农村黑臭水体治理项目陆续开工，变化正在海口多个乡

村悄然发生。 □本报记者 李欣

5月24日，在秀英区富教村东侧排水沟里，工人在铺设过滤隔离带。
本报记者 石中华 摄

我省首个旅游行业慈善
公益基金在海口启动

当日募集资金近50万元

本报6月3日讯（记者祝勇）今天上午，海口

与省慈善总会合作，创新性地启动我省首个旅文

体行业慈善公益基金，旨在充分发挥慈善事业的

第三次分配作用，在海口公共服务领域形成对财

政资金的有效补充，实现慈善和旅游的双向赋能、

强强联合，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和海口旅游文化体育事

业高质量发展。

在启动仪式上，海口市旅文体产业发展联合

会与海南省慈善总会现场签约。根据协议，双方

将在省慈善总会、海口市旅文局的统一指导下，合

作设立“旅游应急慈善基金”“旅游文化体育事业

发展基金”两支专项冠名基金，分别用于海口市旅

游行业及相关从业人员突发意外情况应急救助，

以及海口旅游文化体育事业发展和公益旅游、公

益文化、公益体育项目支持等。

海口市旅游慈善公益基金由海口市旅文体产

业发展联合会负责发动会员单位和社会爱心人士

公开募集，鼓励大型营业性演出和大型体育赛事

举办企业开展“1名观众捐赠 1元钱”爱心慈善活

动，募集的每笔资金直接由捐赠人通过省慈善总

会募捐通道转入省慈善总会账户。省慈善总会设

置专项账户，负责管理募集到的所有资金，接受社

会各界监督。

记者了解到，该基金启动当日，已成功募集资

金 491693元。为了鼓励业务主管下的所有企事

业单位及相关从业人员积极参与旅游慈善工作，

海口市旅文局每年将联合省慈善总会对为慈善事

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事业单位及个人进行表彰，

并向全社会公告。

本报6月3日讯（记者曾昭娴 通讯员杨精）6月3日，记者

从海口湾A1001—2地块施工现场获悉，当前该项目主楼工程

桩已完成建设，裙楼抗浮锚杆施工完成63%，正铆足干劲拼进

度，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当天上午，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两座巨型塔吊屹立

眼前，繁忙地来回旋转搬运建材，建设者头戴安全帽，来回穿

梭进行作业。现场桩基作业声、钢筋切割焊接声、指挥者的吆

喝声、大型施工设备的运作声，此起彼伏、相互交织。

市城投集团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该项目进入全面施工建

设阶段后，即刻进入抢时争速状态，积极对接协调各方，全力推

动桩基工程建设、地上施工图纸设计审核等工作，以高效高速

的工作效率，保障项目建设各环节无缝衔接。当前，项目每天

大约有180名工人同时施工，随着后续工作开展，施工人员将达

到300人左右。

海口湾A1001—2地块项目位于海口湾片区海口市税务局

东侧，地块面积约合49.47亩，已被列入海南省重点项目。项目

计划围绕“活力港湾”“产业集聚”“新活体验”等，打造集产业办

公、酒店、主题商业为一体的城市级地标商业新名片。

第二批海南省传统村落
开始申报评选

本报6月3日讯（记者高潮）记者今天从省住

建厅获悉，该厅联合省旅文厅、省财政厅、省资规

厅、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第二批海南省传统村

落申报工作。申报对象可为行政村（居、社区），也

可为现存比较完整，具有重要保护价值、村落户数

不少于20户、相对独立的自然村。

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

的传统文化资源，保存比较完整，具有较高历

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

申报村庄应符合历史文化积淀较为深厚、村落

格局肌理保存较完整、传统建筑具有一定保护

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良好、村落活态保护

基础好等条件。

根据要求，各市县要全面开展摸底调查，摸清

传统村落家底。每个市县至少推荐1—2个村落，

于8月30日前正式报送省住建厅。

省住建厅将会同省旅文厅、省财政厅、省资规

厅、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组织专家按照《海南省

传统村落认定办法（暂行）》对申报村落进行评选

认定。对专家审查评价推荐的传统村落名单经公

示无异议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列入第二批海南

省传统村落名录并公布。

海口市关心下一代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挂牌

本报6月3日讯（记者周慧 通讯员吴帆）6月
3日，海口市关工委在位于秀英区永兴镇的海南百

面战旗教育示范基地挂牌成立“海口市关心下一代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

来自市、区关工委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和海口市西城

实验学校的100余名师生代表参加挂牌仪式。

据介绍，海南百面战旗教育示范基地是我省

中小学生的国防军事及红色文化教育研学旅行实

践教育基地。该基地结合红色文化和拓展活动，

引领青少年体验红色军事文化，传承红色文化、增

强国防观念，培养爱国爱家乡的意识。

（上接第一版）

厚植产业发展沃土

优质服务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对此，海南

康哲美丽科技有限公司药品GMP质量负责人高

曼深有感触：“自从入驻高新区后，企业秘书多次

上门指导，在药品B证企业质量体系筹建、医疗器

械生产质量管理以及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申报等方

面给予前置辅导。”高曼告诉记者，作为一家处于

起步阶段的创新型药械企业，我们将争取在企业

秘书指导下，尽早完成两个二类医疗器械产品注

册备案以及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办理，并同步筹

建美安生产基地。

政策红利如何转换为发展优势？海南维力医

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贺勇慎认为数据最有

说服力。“我们去年进口了价值一千多万元的乳胶，

节约关税一百多万元，今年预计利用政策推动加工

增值产品贸易总额突破 1.8亿元。”贺勇慎告诉记

者，各项配套政策在降低企业生产、运营成本的同

时，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目前我们研

发的一次性使用超滑乳胶导尿包等6个新品种已

落地海口生产基地。今年计划追加 2000万元投

资，新建1条生产线，新增就业150人。”贺勇慎说。

高新区药械创新服务站站长骆辉介绍，去年以

来，该站为28家企业配备“一对一”专业化企业秘

书，为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个性化服务及精

准化扶持。“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连接园区、监管机

构和企业的桥梁作用，为更多药企提供全流程专业

支持，持续提升园区专业化服务能力。”骆辉说。

底质改良水质逐渐恢复

5月24日，在秀英区富教村东

侧排水沟内，工人将一块块火山

石，装进水沟中埋置的钢筋石笼

网。这是用来过滤水中杂质的石

笼，待安装完成后，在其上面种植

水生植物。“石笼可以过滤雨水涵

沟冲来的杂质，火山石本身也对

杂质有一定吸附作用。再加上水

生植物对水体的净化作用，能够

让水质逐渐恢复。”海口市农村黑

臭水体治理项目技术负责人潘俊

向记者介绍。

富教村村民黄朝佐介绍，这

条排水沟过去承载了全村的生活

污水。村里进行生活污水改造

后，生活污水不再直接排入沟

里。该村村委会还在排水沟一侧

铺设了步行道、设置了休闲椅等

设施，但由于水体一度受破坏，还

是产生了异味。农村黑臭水体治

理项目开工后，施工单位对黑臭

水沟进行底泥清淤，清淤量达到

492立方米。清淤的同时进行水

体清杂，去除水体表面的杂草腐

木和生活垃圾，并对黑臭水沟进

行底质改良，提高底泥疏水性，为

水生植物提供良好的繁殖条件。

未来，这条排水沟内还将种

植多种水生植物，届时，将建成村

内一景。目前，虽然施工还未完

成，但过去杂草丛生、垃圾漂浮的

状况已一去不返。“以后水更干净

了，鱼儿也欢，小虾也多，村民一

定会开心。”想着项目完工时的景

象，会南村驻村第一书记伍曾雄

满是期待地说。

确保已治理水体长效管护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道孟河

沿岸。道孟河流经美兰区红丰村

的河段曾经受到污染，该村驻村

第一书记冯功宝告诉记者，过去

这里的河道内长了水浮莲，水流

缓慢，下雨时河里的垃圾、污水有

时会漫出河道。“项目开工后施工

效率很高，我几天没来，就发现河

水变清了。”冯功宝说。

5月24日，记者在道孟河红丰

村段看到，挖掘机正在清理河道

内侧坡岸。潘俊介绍，在治理过

程中，灵山镇镇政府建立协调工

作群，积极协调各部门解决农污、

作业区管线迁移等问题。目前道

孟河项目截污管道工程已完成

100%，水体清淤已完成 90%，清理

杂草及垃圾已完成95%。

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

2022年海口成功申报为全国农村

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城市，并制定治

理工作方案，提出“到2024年6月底

完成全市68条黑臭水体治理，实现

农村黑臭水体全面清零、长治久清”

的目标。截至2023年底，海口完成

28条黑臭水体的整治任务。

项目施工单位、海南第一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康华告

诉记者，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主要通

过清淤清杂、控源截污治理黑臭，

并通过生态治理达到长治久清。

目前，全市 40条农村黑臭水体清

淤工程进度已完成 70%，预计在 6
月30日前，全部水体将消除黑臭。

治理完成后如何保证长治久

清？市生态环境局海洋科科长黄世

君介绍，目前我市正在编制《海口市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长效运营管理办

法》，将持续做好农村黑臭水体长效

管理工作，全过程闭环抓好整治，加

大巡查监管力度，形成部门强化督

导、属地政府抓好落实、村委会日常

监管维护的责任落实机制，确保已

治理水体得到长效管护。“我们倡导

将水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村规民约，

并积极鼓励村民全过程参与水体治

理和管护。”黄世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