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宁观察 2023年8月11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欧英才 美编：杨千懿 检校：招志云 符发A12

■■■■■ ■■■■■ ■■■■■

万宁立足资源禀赋，强化品牌效应，推进农业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特色农业生金 致富增收有道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近日，位于万宁东澳镇蓝田村
的万宁市国家现代产业园林兰海
水养殖基地（以下简称林兰养殖基
地），一汪蓝色的水池里，一群东星
斑鱼苗欢快游动。这里的每一条
鱼苗都是“优生优育”的结果，科研
人员为它们的“父母”植入个体识
别芯片，通过DNA检测基因，防止
近亲繁殖，保障鱼苗健康生长。

今年6月，东星斑苗种规模化
繁育与种质创制项目在该基地通
过验收。“首批成功孵化的330万
尾东星斑苗种在当地就被一抢而
空。”万宁林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总经理吴山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8月 1日，农业农村部、财政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
于2023年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
名单的公示》，万宁入选全国百个
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

百公里海岸线、潟湖内海、侨
乡咖啡……近年来，万宁立足自然
和文化资源禀赋，开拓新思路，做强
做优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助力乡村
振兴，为区域经济增添动力活力。

据万宁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海南东星斑养殖遇到的瓶颈
是种苗近亲繁殖，导致成活率低。

林兰养殖基地曾做过试验，从市
面上买回东星斑鱼苗试养，成活率只
有10%至20%。“这么低的成活率，导
致养殖成本高，很难规模化养殖。”吴
山说。

为此，从 2020 年开始，作为海

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林
兰水产公司与中国科学院黄海水产
研究所陈松林院士团队展开科研攻
关合作，由万宁市政府出资用于林
兰公司种苗选育实验室建设和引入
设备，林兰公司投入2000多万元不
断从多地海域收集不同的东星斑亲
鱼9000尾，院士团队为亲鱼植入个
体识别芯片，通过DNA基因检测，

筛选优良抗病性品种，进行种苗繁
育。

万宁水域水温本就适合东星斑
的生长，东星斑优良种苗的成功繁
育，将成活率提高至65%至70%，助
力万宁成为海南东星斑养殖示范区
和集聚区。

目前，林兰水产公司正抓紧兴建
占地60多亩的工厂化规模化繁育车

间，9月底将全部竣工投用。“车间投
用后一年可向市场提供3000万尾的
东星斑优质种苗，我们目标是三四年
内要达到5000万尾鱼苗供应，基本
满足全岛鱼苗供应。”吴山说，目前，
东星斑市场售价为130元/斤，万宁
东星斑特色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无疑
将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撑，带
来大量就业岗位。

破繁育难题 打造东星斑养殖示范区

建产业强镇 东澳鹅“挑”起重担

强咖啡品牌 兴隆咖啡活力涌现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8月 9日，走进万宁东澳镇丰登
洋，成片的水稻长势喜人。“水稻株数
多，分蘖能力强，我们有信心做到亩产
900斤以上。”望着眼前这片稻田绿，
万宁继才种养专业合作社社长裴继才
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数月前，丰登洋这片田洋还是杂
草丛生的撂荒地，占地达250亩，且撂
荒长达16年。

“这片田洋涉及东澳镇东澳社区
和东澳龙保村的数百户家庭，平均每
户人家不到1亩地，种田成本高，而万
宁神州半岛开发建设后，这一带的村

民大多去神州半岛打工。”东澳镇农业
服务中心负责人冯善东告诉记者，这
片田洋还存在盐碱化现象，水利设施
也存在问题。

2023年，万宁继续推进耕地撂荒
及耕地“非粮化”整治工作，出台相关
实施方案，积极探索市场化方式推动
撂荒土地复垦复种，对因土地流转不
畅导致撂荒的耕地，可采取转包（出
租）、互换、转让、入股、代耕代种、联耕
联种及托管方式引导土地流转，并支
持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采取全程托管、主要生产环
节托管等方式加强撂荒耕地种植管
理。

万宁市委、市政府与各镇（区）党
委、政府签订责任状，要求各镇（区）压
实工作责任，全面摸清耕地撂荒和“非
粮化”底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助力撂荒地复耕
复种以及“非粮化”整治工作，遵循科学
谋划、分类施策、先易后难、稳妥审慎、
循序渐进的原则，持续推进全市耕地撂
荒和耕地“非粮化”排查整治整改。

“先解决大面积撂荒地复耕复
种。”冯善东说，东澳镇经过排查，确定
撂荒地有4000多亩，对于丰登洋的成
片撂荒地，由东澳镇政府牵头，依托东
澳社区和龙保村委会，组织镇村干部
对涉及的农户进行逐一统计，登记亩

数，再成片流转给种植大户进行复耕
复种。

裴继才说，进行复耕复种，合作社
下了“大功夫”，“先拖拉机犁地松土、
再拖拉机旋耕3遍，把杂草和土块翻
打均匀，又花4万元打井，把田洋灌足
水，再用无人机播种，种上产量高、抗
倒伏的水稻品种……经过一个多月的
辛勤耕耘，才迎来了眼下这片风吹稻
绿的景象。”

裴继才补充说，这片田洋的管理
者只有两个，依靠机械化种植、无人机
播种施肥，降低种田成本。“市里还有
一次性种粮补贴、种子补贴、机械作业
补贴等惠农政策，支持我们持续推进

复耕复种。”他说。
东澳社区干部陈成文告诉记者，

村民很欢迎种植大户流转土地复耕复
种。

实际上，这片生机盎然的田野，是
2023年东澳镇推进撂荒地整治的第二
个成果。去年10月，东澳镇曾引入天
谷农业公司对“沉睡”了30年的大太洋
3000亩摞荒地进行复耕。今年5月早
稻收割，大太洋上千亩的耕田再现稻
穗金黄，收割机来回作业的场景。

“东澳将持续推进小块撂荒地的
整治，让更多的撂荒地重新焕发生命
力。”东澳镇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万城8月10日电）

第五届海南万宁WNB
街舞大赛启动报名

本报万城8月10日电（记者张惠宁）8月9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有关部门获悉，第五届海
南万宁WNB街舞大赛启动报名。

据悉，WNB（万宁杯）街舞大赛自2013年创
办以来，已成为海南街舞爱好者大规模的嘻哈文
化盛宴，并且穿插文明宣传、公益宣传等。比赛规
模和激烈精彩也吸引到国内不少专业选手以及热
爱街舞的朋友的关注。

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主办，万宁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共青团万宁
市委支持，海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海口市全
民健身运动协会、万宁舞梦坊舞蹈培训有限责任
公司承办。

“酷酷的海南”《和平精英》启航
酷世界狂欢节今日万宁开幕

本报万城8月10日电 （记者张惠宁）由海
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和万宁市人民政府
主办的“酷酷的海南”《和平精英》启航酷世界
狂欢节将于8月 11日在万宁王府井国际免税
港开幕。

本次狂欢节将《和平精英》IP元素深度融入
海南文旅，8月11日—8月13日活动开场，“吉利
姐”和“舰长”等四人小队将空降活动现场。狂欢
节正式开始后，四人小队将驾驶吉普车为游客大
巴领航，为活动助阵。

围绕《和平精英》与海南特色旅游文化全面展
开的“五大酷事件”“五大酷世界”将亮相，在“酷吃
街区”拍照抽奖，好礼不断；去“酷游雨林”找到穿
吉利服的特种兵，进行战略大闯关；打卡“酷浪海
上”，降落伞+海上运动激发无限活力；在“酷Buy
港”寻找遗落的三级包，并与“吉利姐”拍个合照，
留下一份专属记忆；“酷潮空投基地”则带来海南
文明与现实的碰撞。

本次狂欢节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和平精英》
电竞赛环节，游客（限年龄18岁以上成年人）可通
过扫码预约报名。在竞赛现场，可与来自全国各
地的报名玩家同台竞技，战况实时在大屏上呈现，
更有专业解说现场点评。

万宁北大镇组建巡逻队
严厉打击大气污染违法行为

本报万城8月10日电 （记者张惠宁 通讯
员文贝）“你这是大型堆料区和堆土场，要按要
求进行遮盖并洒水降尘，否则会污染空气环境，
影响周边居民生活。”8月10日，在万宁北大镇
东兴农场龙贡岭石场，带队巡逻的北大镇党委委
员、副镇长林明平立即找到矿场负责人，对其进
行教育劝导，并在“管控清单”上记录存在的问
题，要求业主限期完成裸露砂石的遮盖，并做好
洒水降尘工作。

据了解，在全省开展空气环境质量改善
200天决战攻坚行动的大背景下，北大镇迅速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北大镇2023年环境
空气质量改善200天决战攻坚行动方案》，组建

“空气污染排查”巡逻队，畅通群众举报渠道，
严厉打击大气污染违法行为，坚决落实问题整
改销号工作。

“我们对农村裸露土地进行全面排查，建立
了污染源清单和问题台账，整改时限一到就到实
地再次检查，确保整改到位。”林明平说，空气环
境污染涉及餐饮油烟、扬尘污染、土法烟熏槟
榔、秸秆露天焚烧等多方面，北大镇结合基层实
际情况，从重点领域污染源排查、裸地堆场的扬
尘污染整治、露天矿山的扬尘管控、涉大气环境
的工业企业排查、禁止秸秆和垃圾露天焚烧、打
击土法熏烤槟榔、深化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监管
制度等七大方面着手，不断深化北大镇环境空气
质量改善工作成果。截至目前，已完成10处污
染源整改工作。

“抖出万宁创文范儿”
抖音短视频大赛启动

本报万城8月10日电（记者张惠宁）海南日
报记者8月9日从万宁市委宣传部获悉，当前，万
宁市正在积极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巩固国家卫生
城市。为了提高群众知晓率、参与度，营造“创文
巩卫”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的舆论氛围，8月20日
至9月30日，万宁将举办“抖出万宁创文范儿”抖
音短视频大赛，向群众征集反映当地“创文巩卫”
相关内容的短视频参赛作品。

据悉，参赛作品形式不限，可以采用口播、
图文、vlog、短剧情等多种方式参与，包含但不
限于“万宁‘创文巩卫’我来想”“万宁‘创文巩
卫’我要说”“万宁‘创文巩卫’我要做”“我心中
的文明万宁”“‘创文巩卫’的意义”等主题来参
与活动。

参赛方式有两种，一是在抖音app首页上传
作品，发布时添加话题“抖出万宁创文范儿”，并@
万宁融媒；二是在抖音app搜索框搜索话题“抖
出万宁创文范儿”，在话题页面选择参与，并在发
布时@万宁融媒。每人参赛作品数量不限，征集
作品拍摄手法不限，画面要清晰连贯，内容要有完
整性，画面背景干净整洁，时长控制在60秒以
内。投稿作品必须是原创，并拥有独立著作权。
活动征集结束后，主办方将采取专家评审打分与
视频点赞数相结合的方式，评选出优秀作品，获得
比赛奖金。其中一等奖1名5000元，二等奖1名
3000元，三等奖5名各1000元，优秀奖10名各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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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正大（海南）兴隆咖啡产业

园高大宽敞的咖啡展示厅里，原兴隆
华侨农场咖啡厂副厂长黄海文感触
很大，“近两年，兴隆咖啡的品牌形象
提升，知名度越来越大。”

兴隆华侨农场咖啡厂数十年生
产的咖啡产品，只有“南旺”和“古村”
为代表的兴隆炭烧咖啡和纯品咖啡
产品。万宁引入正大集团成立正大
（海南）兴隆咖啡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去年7月正大咖啡产业园投产。正
大咖啡产业园建起了咖啡展示馆、体
验馆和文化馆，引入了新的咖啡生产

线，新推出了挂耳、冷萃等咖啡产品。
“正大咖啡产业园今年上半年的

营业额，接近去年全年水平。”万宁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兴隆咖啡的文化和历史，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咖啡企业。2020年以来，
小洋侨咖啡和万宁M1咖啡奇幻工场
以新业态形式相继开张，其中M1咖
啡奇幻工场以咖啡沉浸式体验游获批
成为中国咖啡界首个2A景区，并建设
咖啡主题公园和中国首个咖啡竞拍市
场。此外，隆苑咖啡等本地咖企也不
断推陈出新，从产品到咖啡主题游，为

兴隆咖啡不断注入新活力。
2022年，万宁市政府成立咖啡产

业发展工作专班，研究制定咖啡产业
发展规划，全力推进咖啡全产业链发
展，支持咖啡企业做大做强，并布局发
展建设咖啡产业园、咖啡产业小镇，张
开手臂欢迎更多的咖啡投资者。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兴隆迎来
不少投资考察商，包括越南中原传奇
咖啡集团、Costa 咖啡、印尼火船
等。”兴隆咖啡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
说。

万宁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

示，万宁市以海洋渔业、咖啡等特色
产业为引领，做强地方特色畜禽品
种，稳定冬季瓜菜、热带水果、有机水
稻等产业基石，至2022年万宁全市
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5.42亿元，
整体农业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乘着
海南自贸港建设东风，万宁将进一步
结合自身优势，在完善全产业链和做
强农业品牌上发力，推进农业全产业
链融合发展，以农业园区化和融合化
为引领，向国内一流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迈进。

（本报万城8月10日电）

万宁东澳镇境内有内海潟湖“老
爷海”，周边湿地水草丰茂，当地村民
养殖大白鹅历史悠久，“东澳鹅”成为
一道地方特色美食，但未形成产业规
模发展。

对此，万宁市提出打造“东澳鹅
强镇”的目标，通过招商引资，推动东
澳鹅产业发展。

海南万盛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依
托在河南养鹅十多年的经验，2022
年11月“有备而来”，在东澳镇白芒

村投资，建成220亩基地的专业养鹅
场。

“岛内市场供不应求，到6月底
已经出栏15万羽，预计今年能出栏
30万羽。我们正在抓紧推进二期
1000亩养殖基地建设。”海南万盛牧
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辉对记者
说。

据了解，该企业与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农
大以及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等科研院

校建立合作，选育适合本地养殖的品
种，并建立养殖标准和流程。

“海南空气优良水质好，养出的
鹅肉质鲜美。”李辉告诉记者，目前他
们接到的东澳鹅订单达到了1000万
羽，市场潜力巨大。

“我们只做鹅，想把鹅产业做强
做精。”李辉说，该企业计划建设海南
首个鹅专业屠宰场，年屠宰1500万
羽，推进东澳鹅全产业链发展。

为尽快推动打造东澳鹅产业强

镇，带动当地农户致富，李辉介绍，公
司提出了一种新的养殖概念——“养
殖小区”。由企业负责建成一个个养
殖单元，负责技术支持和收购销售，
统一管理，由农户承包养殖单元负责
养殖，加快推进东澳鹅产业发展。

“目前已推进了五六百亩养殖用
地。”李辉说，万盛牧业希望把东澳鹅
做成继东山羊后万宁第二个畜禽类
地理标志产品，打响海南东澳鹅品
牌。

万宁东澳镇推进撂荒地整治，让荒田回归粮田

“沉睡”的土地再现稻浪翻

8月10日，大唐万宁和山光伏电站，农户在棚下采摘蔬菜。作为省重点
新能源示范项目和我省首家以蔬菜大棚为特色的农业光伏项目，该电站已形
成棚上有光伏、棚下有农业、周边能务工的综合产业发展格局。

图/文 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张赫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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