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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市场秩序
净化市场环境
澄迈开展文化市场法制宣传日主题活动

本报金江3月18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林思敏）3月18日是全国文化市场法制宣传日，
澄迈县“扫黄打非”办公室、综合行政执法局、新闻
出版局当天联合开展“执法检查+宣传”的“3·18”
全国文化市场执法宣传日活动。

当天上午，执法人员入户面对面进行宣传、
发放宣传单、悬挂横幅，利用LED电子屏滚动播
放宣传标语，广泛宣传12318文化市场举报监督
体系，以及涉及“扫黄打非”、出版物（电子出版
物）、互联网、娱乐场所、卫星广播电视、涉旅景
点（区）等领域规范文化市场经营秩序等方面的
政策法规。

本次活动深入73家网吧、KTV等企业（商
店）开展宣传，向校园周边及街道过往群众宣传
2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共计600余份，在全县
各镇主街道悬挂宣传横幅22条。

今年，澄迈“扫黄打非”办认真谋划，周密部
署，扎实开展文化市场整治，结合各个重点节点，
着力开展了元旦、春节期间出版物市场专项行动、
春季开学季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全
国两会期间出版物市场专项整治行动等多部门联
合执法行动27次，出动执法人员156余人次，检
查文化经营、复制印刷、物流寄递等相关企业251
家次，没收涉嫌非法出版物1048册，处置网络有
害信息638条，依法依规进行立案查处4起，进一
步规范澄迈文化市场经营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的
文化市场环境。

澄迈智慧电费模式上线
本报金江3月18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潘阳红）“阿姨，您好，这是电网新推出的智慧电费
业务，以后业务用手机就能办！”3月18日，南方
电网海南澄迈供电局员工走家入户开展新业务宣
传，手把手地教用户操作智慧电费业务，积极推广

“先购电、后用电”的智慧电费模式。
据悉，为进一步提高办电缴费便利度，加快构

建现代供电服务体系，全面提升“获得电力”服务
水平，持续优化用电营商环境，南方电网海南澄迈
供电局已完成智能电表的改造更换工作，启动开
展分类分步实现全面智慧电费模式，提供可靠、便
捷、高效、智慧的新型供电服务。更改过供用电合
同的用户可通过“南方电网95598”微信公众号、

“南网在线”APP网上智慧营业厅、支付宝、银联
代扣、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互联网平台进行“智
能缴费”，实现群众足不出户在网上办理用电业
务，最大程度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出门”，
保证供电服务“不打烊”。

澄迈供电局市场部副经理曾钊表示，智慧电
费“点亮”智慧生活，与传统缴费方式相比，用户能
够轻松掌握用电信息，实现轻松缴费、电费预警短
信提醒、余额不足自动提醒、停电续缴电费后自动
复电等更快捷、更智慧的供电服务。

澄迈法院18个法治服务站点互联互通

助力打造“无讼乡村”
本报金江3月18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王巧霞）3月16日，澄迈县人民法院第18个法治
服务站点——金江司法所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平台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澄迈法院布局的18个
法治服务站点实现互联互通，在辖区搭建起一张
全覆盖、无盲区的诉源治理网，不断拓宽“让群众
少跑腿”的矛盾纠纷化解渠道，为基层群众特别是
偏远地区群众提供便捷司法服务。

这18个法治服务站点搭建的在线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平台，可实现在线调解、司法确认、
在线立案、在线审判。当事人利用微信小程序
即可使用视频远程调解系统进行异地调解，在
线签字确认，完成调解全过程。让当事人无论
何处都能随时随地参与远程网上调解，最大程
度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让更多矛盾纠纷化解
在萌芽状态。

去年以来，澄迈法院根据辖区特点和基层
司法特点，以法庭为中心，先后在海南生态软件
园、老城镇及大丰镇司法所等地设立法治服务
站；在澄迈县老城镇罗驿村、旺商村等地设立法
治服务点；每个服务站或服务点均有专职人民
调解员，形成了“庭、站、点、员”相结合的四位
一体乡村法治服务机制，搭建起一张由18个法
治服务站点互联互通的诉源治理网，实现“小事
不出门，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社会效果
好”的基层治理法治服务新模式，助力打造“无
讼乡村”。

澄迈今年将放映
2232场公益电影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于亚楠）海南日
报记者日前从澄迈县相关部门获悉，今年11月
30日前，该县将完成186个村委会（社区）2232场
公益电影放映任务，实现每个行政村平均每月至
少放映一场公益电影。

今年，澄迈将以建党100周年大庆为契机，
认真制定全年放映计划，购置优秀电影片源，精
心策划好放映活动；开展“农村电影放映规范
年”活动，并提高放映员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
推动公益电影放映工作标准化、规范化；提高电
影放映服务质量，积极改善群众观影条件，加强
公益电影放映宣传，提高群众观影率；鼓励电影
公司开展商业化运作，实现多种盈利，促进公益
电影放映的可持续发展。

2020年 3月 16日，中国传统
村落数字博物馆第二批211个村
落单馆统一上线，罗驿村也名列其
中，成为海南首个顺利完成数字化
的中国传统村落。通过数字化平
台，观众身未动就可云游村内，感
受罗驿村古韵魅力，也进一步扩大
了罗驿村的旅游影响力。

“旅游发展起来，但旅游收入
远远不够修缮所产生的费用。”李
运达说，为保证“修旧如旧”，罗驿
村的老屋统一用传统材料修复，是
普通材料造价的3至4倍之高。高
昂的修复价格，让老屋在维修保养
和资源开发利用上让人力不从心。

“正在规划在村中建设旅游商
品出售摊位，为集体经济增收。”李
运达说。

“想要盘活古村资源，专业的
管理人员、资金和完善的基础设施
三者缺一不可。”大丰村党支部书
记罗天直言，2013年至2020年，古
村一直处于修缮与保护阶段，在资
源开发利用上还有所欠缺。罗天
说，大丰村下一步计划对接旅游企
业，想办法进一步盘活资源，增强
村集体经济。

（本报金江3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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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口出发，驱车沿环岛高速
西线行驶至金马互通路口下高速，
往马村方向再行驶约1公里便到福
丰咖啡山庄了。一条条古朴的青石
板路、一栋栋火山石堆砌的老房子，
依稀可见昔日街市的繁华景象，仿
佛能够带人一下子穿越到古代。

“文化底蕴深厚，区位优势突
出，产业基础良好，这也是我选择
在这里创业的重要原因。”吴坤鑫
说，2014年，他依托封平约亭历史
文化和高速路口、金马物流园等地
理位置优势，打造集咖啡厅、农业
观光采摘区、垂钓娱乐区、乡间绿
道、房车露营地等于一体的庄园 。

与此同时，澄迈也启动对封平
约亭及琼北商道古街的修复，投入
1388万元，修复部分坍塌损坏的老
屋，修缮石板路，建设游客接待中心。

而在2013年，罗驿村就被澄
迈纳入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修复了
古建筑群，扩建了古驿道；2014年，
该村被评为第四届全国文明生态
村，并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16年，澄迈县火山岩古村落群申
遗工作全面启动，1000万元资金投
入到罗驿村120间火山岩老屋的
修复中，恢复了古村落原貌……

“瞧，这外墙、地板、门窗都是
采用火山岩、木料等传统材料修复
的，修旧如旧。”在清朝知县李树元
的故居，李运达说，为了保护古村，
村干部和乡村振兴工作队也下了
不少工夫。2019年，李树元后人回
村，原计划采用现代红砖修复坍塌
的外墙，用水泥平整院落。他听说
后，立即去做工作，最终才做到“修
旧如旧”。

为了更好保护文物，李运达还
曾前往河北、北京等地考察学习古
村落保护经验做法，并将散落在村
庄周边的一些石槽、石雕等搜集起
来，陈列在村广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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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小艳

“我们的母羊能实现3胎，甚至4
胎，比本地黑山羊繁殖率高多了！”3
月16日下午，在澄迈县金江镇澄迈福
羊牧业有限公司的黑山羊养殖基地，
公司负责人许宏荣指着羊圈里的黑山
羊满是骄傲。

宽敞干净的羊圈，一只只成年黑
山羊毛色乌黑发亮，几只母羊带着幼
崽哺乳。羊圈旁的小黑板上，记录着
每只羊的编号，可以清晰辨认母羊产
崽的数量。

“这可不是普通海南黑山羊，是公
司多年来选育培优出的新品种，生长
快、繁殖率高、适应能力强。”许宏荣自

信地介绍，这里是全省最大规模的海
南黑山羊养殖基地，为省内12个扶贫
羊场提供优质种羊。

2014年，许荣宏辞去北京的国企
管理工作，返回澄迈创业，并成立澄迈
福羊牧业有限公司。“怀念家乡，想多
陪陪父母，也想为海南发展出一份
力。”许荣宏说，一方面出于对故乡和
亲人的思念，一方面了解到海南黑山
羊市场空缺大，主要依赖外地货源。
于是打算返乡，把创业目标瞄准黑山
羊养殖。

自主创业，又是不熟悉的领域，许
荣宏发现并不容易。“当时，海南黑山
羊还没有产业化概念，饲料、品种、机
械等配套上都是空白。”许荣宏说，养

羊不像养鸡、养猪已有成熟产业链。
更让他觉得发展不易的是，养殖场建
好后，首批引入的1000只海南黑山羊
品种，繁殖率低，生长速度慢。

“做产业，得从源头抓起！”认识到
问题，许荣宏决心从改良黑山羊品种
做起。

说干就干，2015年澄迈县农业农
村（畜牧兽医）部门积极协助澄迈福羊
牧业有限公司与海南省农科院等科研
院所对接，针对海南黑山羊产业发展
中存在的瓶颈性关键技术问题，组织
海南省本领域的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
关，实施海南黑山羊高效繁殖技术研
究等项目。同时，还开展黑山羊营养
调控及饲料资源开发利用技术、饲料

配制技术、疫病综合防治技术等一系
列研究。

在技术团队支持下，公司引入澳
洲努比亚山羊品种，以海南东山羊为
母本，进行了一代杂交改良。杂交改
良后得黑山羊，既具有努比亚山羊生
长快、繁殖率高、适应能力强等优势，
又保留了海南黑山羊的口感和品质。

2019年，澄迈福羊牧业有限公司
主动承担企业责任，通过“政府+公
司+银行+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建
成黑山羊扶贫特色养殖小区（一、二
期），联结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圈养黑
山羊，带动澄迈、万宁等地800户农
户，人均年收入增收4.5万元。

“公司统一品种、技术、市场，不仅

让农户增收，还能学到养羊技术，也保
证羊的品质，一举多得。”许荣宏说，基
地和农户圈养出栏的成品羊，统一由
公司按企业销售渠道进行销售，以定
向直供直销方式进入省内各大商场超
市、批发市场及餐馆酒店等。

2019年 12月，澄迈福羊牧业有
限公司被评为省级农业产业园区。目
前，公司拥有10栋羊舍，存栏约2000
只，其中能繁殖的母羊1000多只，年
销售羊1800只左右。

许宏荣表示，下一步，公司希望能
连接澄迈各镇政府，共同来发展海南
黑山羊产业，给本地百姓提供更多质
优价廉的优质羊肉，丰富当地“菜篮
子”。 （本报金江3月18日电）

澄迈福羊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许宏荣返乡改良本地黑山羊，带动农民增收

回村当羊倌 助农“发羊财”

三
月
十
六
日

三
月
十
六
日
，，美
榔
姐
妹
塔
上
的
一
只
石
兽
在
落
日
下
的
剪
影

美
榔
姐
妹
塔
上
的
一
只
石
兽
在
落
日
下
的
剪
影
。。

在美榔双塔博物馆内，村民将
一些文物收集起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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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小艳

3月 16日一早，澄
迈县金色阳光幼儿园的
小朋友们在老师带领
下，来到澄迈县老城镇
罗驿村参观游学。童言
童语充盈罗驿，为古村
清晨增添着活力。

罗驿村形成于南宋
末期，拥有800多年历
史，是海南省历史文化
古村。村里的李氏宗祠
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另外还有 17处列为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

“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 400 多间火山岩老
屋，每天都吸引上百人
来参观游学。”罗驿村党
支部副书记李运达说，
得益于历史文化资源，
罗驿村成为澄迈乡村旅
游景点，无论节假日与
否，都能吸引游客进村
参观游览。

包含罗驿村在内，
澄迈火山岩古村落群共
有26个村，其中15个入
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近年来，澄迈一方面注
重对传统村落的保护，
修缮古建筑，另一方面
也盘活现有资源，发展
乡村旅游，带动村庄经
济发展。

走进罗驿村，明代牌坊、
清代宗祠，环日、月、星三潭
鳞次栉比的火山岩石屋、古
道、老井，俯拾即是的文物和
珍贵的人文古迹，让人应接
不暇。

“所行之处，总能遇到
为之倾心的景色！”游客纷
纷赞叹。游玩累了，游客
们或走进村口古道茶馆休
息、喝茶、聊天。若是流连
美景，还可走进茶馆对面
的民宿小憩。这其中，就
有村民李名鹄利用老屋重
新改造的。

李运达说，以前村里的
产业民宿不温不火，有旅游
资源，来往游客络绎不绝却
大多走马观花，旺了人气却
没旺起经济。

为此，该村“两委”积极
对接文化旅游企业、鼓励村
民开办民宿，同时深度挖掘
古村落资源，提升村民收
入。去年，罗驿村还打造了
菊花种植、加工及销售产业
链，盘活土地资源的同时也
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同样，在澄迈大丰镇大
丰村福丰咖啡山庄依托封
平约亭，每天能吸引400人
次至 500 人次前来休闲游
玩。

“古商镇文化底蕴、优
越的地理位置是吸引游客
慕名前来的重要原因。”福
丰咖啡山庄负责人吴坤鑫
说，游客来到大丰后，除了
品尝咖啡美食，还可参观
游览约亭、古街等人文古
迹，感受乡村田园风景，参
加乡村特色民俗和农业采
摘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