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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集中推出反映现阶段海南社会科学研究领先水平的成果，
鼓励广大社科工作者以优良学风打造精品力作，海南省委宣传
部、海南省社科联决定组织实施“海南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专项
资助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现向全省公开征集书稿。有关事
项如下：

一、“文库”资助对象是已经完成且尚未公开出版的社会科学
学术著作。侧重资助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尤其是党的理论创新研
究成果、理论大众化研究成果、海南人文历史研究成果、海南经济
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研究成果和学科建设研究成果。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海南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已结项书稿如符合条件要
求，优先列入“文库”资助出版。

二、申请人（著作者）须为海南省内各社会科学研究（教学）单
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一般应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
学位，且为申报成果第一作者。申请出版资助的著作，必须坚持
正确的政治导向；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
原创性、开拓性、前沿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意义重

大；符合学术规范，学风严谨、文风朴实；达到出版条件要求，著作
权不存在争议。字数一般在20-30万字，最多不超过50万字。

三、采取作者申报、同行专家推荐、单位审核、学科组评审、公
示、编委会审定等程序选定“入库”书目。

四、列入“文库”的著作，由“文库”编委会办公室统一设计、统
一标识、统一组织出版、统一宣传推介。出版单位拟选海南出版
社、南方出版社等。著作权归作者，版权归编委会。

五、申请人应填报《海南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申请书》（一式4
份），连同书稿（一式3份）统一送交“文库”编委会办公室。本次
征稿从即日起至2015年3月31日止，逾期不候。

详情请登录海南社科网（http://www.hnskl.net/）查询《海
南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组织实施办法》，《申请书》也从该网下载。
联系人：岳老师，电话：65365081，地址：海口市海府路老省委大
院第二办公楼311室。

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4年12月2日

“海南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征稿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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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减产致油价继续走低 OPEC无力摆布各方利益

金融服务“村村通”实现海南全覆盖

海南农房保险试点启动
首批试点的3市县有30万农户纳入保障

万紫千红总是春
——从儋州地税“一把标尺”看规范服务

国际旅游岛讲坛
12月6日讲座预告

时 间：12月6日（星期六）上午9：00-11：30
主讲人：王和平（中共海南省委党校副校

长、教授）
讲座主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努力建设

法治海南（“法治海南”系列）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1楼

报告厅
报名取票：1.短信报名，编辑“订票”加姓

名，发送至089865202275
2.登录海南社会科学网（http：//www.

hnskl.net）订票
3.海口市海府路49号大院第二办公楼三

楼取票，电话：65202275
4.省图书馆1楼咨询台
取票时间：12月3日（星期三）9：00开始，

取完为止，欢迎集体组织听讲
海南特色 世界眼光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

本报海口12月2日讯（记者况昌
勋）预算从 384 万元减少到 130 多万
元。今年冬交会招商招展实行市场化
运作模式，除中心馆、市县馆和3个公益
性展馆外，其余9个展馆和开馆仪式全
部实现“以展养馆”，不仅大大减少了财
政投入，而且提高了参展企业的质量。

海南红帆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谢国华不得不推掉几个报名参加冬
交会的海外企业。“虽然今年每个展位
需要3000元，但是报名的企业还是很

多。已经有15个国家和地区185家企
业报名参展，共需要展位230个，而目
前国际馆展位设计只有 146 个，不够
用，所以我们要筛选出实力强的企业。”
谢国华说。

今年10月，冬交会组委会决定以发
挥市场主体作用为改革目标，实现“以
展养馆”。红帆公司通过竞标取得了国
际馆的招商招展工作。一开始，谢国华
心里还“打鼓”，从免费到收费，非常担
心国外的企业不能接受。

“我们极力做好服务工作，化解市
场化运作带给参展商的疑虑。”负责冬
交会国际馆招商工作的省贸促会副巡
视员蒋应雄说：“例如，今年不安排参
展商的食宿和交通，但我们向每个参
展企业提供了详细的住宿、餐饮和交
通指南，把服务做到家，就会赢得企业
的好评。”

效果是明显的。据介绍，往年国际
馆布展费用全部由财政支出，如去年就
投入了28.8万元，而今年，布展费用全

部来自企业参展费，实现财政零投入。
省农业厅副巡视员林道孔介绍，尽

管实行有偿参展，但是在冬交会的品牌
效应和各成员单位努力下，目前所有展
馆已全面完成展位招租和展品落实工
作，其中国际馆、台湾馆、省外组团馆和
供销馆的参展商提前爆满。冬交会展
馆布展财政投入今年预算为130多万
元，而去年为384万元，预计减少250
多万元。

“市场化运作，会淘汰一些质量不

好或‘僵尸’型企业，让参展的企业质量
提高。”业内人士表示，“而花钱来参展
的企业也会更加珍惜机会，加大产品推
介力度，这大大提高冬交会的平台作
用。”

在市场化运作的引导下，今年市县
馆布展工作也有新突破。“过去都是市
县拿财政资金统一购买农产品展出，而
今年则是由市县农业企业到现场展销
和零售，实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省农业厅市场处处长张健说。

今年冬交会展馆市场化运作预计使财政投入减少250多万元

以展养馆 高效节约

本报金江12月2日电（记者孙慧
特约记者陈超 通讯员李唐旭）“今年
福橙变“金橙”了，价格比去年涨了一倍，
希望能把台风打掉的损失弥补回来。”今
天上午，澄迈福橙种植户柯和昌在自家
福橙种植园里，接完一拨又一拨的订货
电话后，趁着喘气间急忙对记者说。

柯和昌告诉记者，今年他种植的30

亩福橙因受“威马逊”、“海鸥”两场台风影
响，产量下降了近一半，但幸好今年产量少
市场行情好，田头批发价格已经涨到了13
元/斤，单价价格比去年同期涨了近50%。

据了解，今年受果树老化更新及两场
台风灾害的影响，澄迈全县福橙种植面积
从5万亩下降至2.6万亩，预计产量比去年
减少0.8万吨。产量下降货供不应求市场

行情连续上涨，福橙开摘满月已进入上市
高峰期，已经卖到去年的最高价120元/箱。

“今年灾害多，福橙的产量和质量
都比不上去年，但因为我们品牌已经比
较稳定，市场行情反而上涨了不少。”记
者走访了福山镇几家福橙种植户，大家
纷纷表示，尽管今年挂果量减少，但价
格有所提高，希望能与去年收成持平。

澄迈福橙变“金橙”

本报海口12月2日讯 （记者刘贡）刚刚过
去的11月，海口成功挂牌交易的地块，总成交
面积 30万平方米，总成交金额约 13.39 亿元。
其中还出现了成交单价每平方米突破万元的年
纪录。

11月 7日，挂牌出让的地块位于海口市灵
山镇、长流镇。其中，灵山镇的两地块面积分
别为4.3万平方米和6万平方米，用途均为城镇
住宅用地，使用年限均为 70年。长流镇的两
地块，均位于长流镇海榆西线与绿色长廊交叉
口西北侧，面积分别为8.4万平方米和7.7万平
方米，用途均为城镇住宅用地，使用年限均为
70年。

11月12日挂牌出让的位于琼山区朱云路、
面积为4.57亩地块最引人关注。该地块土地用
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其中商业用地占15%，城镇
住宅用地占85%，土地出让年限城镇住宅用地为
70年，商业用地为40年。挂牌交易吸引了11家
竞买者竞争，最终，海南港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11450元/平方米，总价3490.58975万元成
功竞得该宗地，成为今年来首个成交单价突破万
元的地块。

而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仙民村三宗地
块合计35442.34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则于11月27日成功挂牌出让。

海口上月
土地成交30万平方米
总成交金额13.39亿元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通讯员 王国军

年孵化鸡苗40万只，年产值超过
600万元，带动五指山市200多户农民
增收，这是4名80后大学生经过几年拼
搏后交出的创业答卷。80后青年雷华
松、武华功、欧阳卫明2007年大学毕业
后，就扎根五指山，如今专业养殖五指山
蚂蚁鸡，并为当地农民提供鸡苗，传授养
殖技术，帮助农民为鸡找销路。

2007年7月，雷华松等人从琼州学
院毕业。毕业初期，他和几个同学一起
来到五指山市一家蜘蛛养殖公司打工，
并利用业余时间养起了兔子。养兔让

雷华松等人掘取了创业的第一桶金。
但纯粹靠养兔，产业太单一，他们开始思
索在五指山共同创业，根据五指山气候
特点，决定尝试养鸡。

经过一番挫折，2009年年初，雷华
松无意中在五指山发现了本土蚂蚁鸡。
在充分调研后他们得出结论：蚂蚁鸡个
头大小都一样，外表、毛色、体重基本一
致，另外这种鸡较小，只有两斤左右，刚
好满足城里人一家吃。考虑到这些因
素，大家最终决定饲养蚂蚁鸡。

2011年，蚂蚁鸡的出栏量也越来越
多。为了做大蚂蚁鸡产业，雷华松注册
了五指山南圣华松蚂蚁鸡特种养殖专

业合作社。随着鸡苗的增多，他们便让
附近农民来养，合作社帮助农户搭鸡舍，
提供鸡苗、饲料和养殖技术，鸡出栏时合
作社负责收购。农户养殖积极性较高。
2012年，年孵化鸡苗近40万只，除了供
五指山市农户养殖的鸡苗外，鸡苗还销
往保亭、琼中、陵水等地。

武华功告诉记者，去年，同学魏东在
他们的邀请下，从广东一家大型养鸡场
辞职来到了五指山，专门负责养鸡场技
术管理。4名大学生谈及自己的未来时，
他们说要把五指山的蚂蚁鸡品牌打出
去，为农民增收致富走出一条可持续发
展道路。 （本报五指山12月2日电）

80后大学生五指山养蚂蚁鸡创业带动农民增收

大学生“鸡倌”为农民致富添翼

本报海口12月2日讯（记者范南
虹 通讯员林红生）说到香蕉，人们想到
的只是果实。但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经过长达6年的研究，使香蕉整株植
株都具备了产品开发价值，茎杆可提取
纤维纺纱织布，或者制备有机肥；花朵
可制成降血糖胶囊；果实可制成果酱。

12月1日上午，记者在热科院香蕉
研究所看到，用香蕉茎杆提取的纤维，外
观与麻纤维类似，经过简单处理后，呈浅

白色，韧性很强，不易拉断，而利用香蕉茎
杆纤维制成的布料，质感、纹路与亚麻布
并无明显区别，透气性强、柔软又挺括。

“香蕉假茎、叶片和韧皮中都含有
优质的植物纤维，这种纤维具有强度
高、伸长小、吸湿和放湿快等优点。香
蕉纤维不仅可以用来纺纱，制作各种
高档布料，还可以用于造纸、工艺品和
复合材料的生产。”香蕉研究所研究
员、项目课题主要研发人明建鸿介绍。

专题

热科院香蕉所从香蕉茎杆提取的纤维纺成的原料线。 热科院香蕉研究所供图

热科院研发出香蕉综合利用新技术

香蕉茎杆纤维可纺纱织布

上市满月
价格同期上涨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