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航拍正在建设中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该发射场是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商业航天发射场，位于文
昌发射场周边区域，包括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技术区和发射区，总面积133.33公顷，由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
射有限公司投建，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市场化运营的航天发射场，进一步提升我国民商运载火箭发射能力。
该发射场2022年7月开工，有望于2024年实现常态化发射。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初展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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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进行时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进驻海南省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海南进驻时间为1
个月。

进驻期间（2023年11月21日—
12 月 21 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898-65252051，专门邮政信箱：海
南省海口市A145号邮政信箱。督察
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
20：0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
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
要受理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
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
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
督察地方处理。

扫码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
公开情况一览表（第六批）》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周
晓梦）截至12月6日，针对中央第三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交的第
六批60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各责任单
位已按照要求上报调查处理情况，其

中已办结24件。
据统计，在转交的前六批群众信

访举报件累计266件中，属实108件，
部分属实121件，基本属实15件，不
属实22件，不属实率8.27%。已办结

96件，阶段性办结51件，正在办理
119件，办结率55.3%。

按照要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
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将在报纸、
电视、网站等媒体上公布。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转交我省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显示

已依法办结24件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向我省转交第十五批环境信访交办件

海南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来信来电举报污染类型统计表（第十五批）

市县
类型

海口市
三亚市
三沙市
儋州市

五指山市
琼海市
文昌市
万宁市
东方市
定安县
屯昌县
澄迈县
临高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涉及多个市县
省直单位
共计

备注：部分案件涉及2个（含）以上环境污染类型，导致污染类型合计数与移交案件数不一致；表中“涉及多个市县”指该案件同时涉及2个（含）以上市县。

移交案件数

16
9

6

4
7
1

2
3
6

3
6
5

68

水

7
3

1
2

1
2
1

1
2
4

24

大气

5
4

1

2
2

3

1
2

20

土壤

3
1

1

1

1

1
2
1

11

生态

4
2

3

1
3
1

1

4

19

重金属 垃圾 噪声

3
2

1

2
1

1
3

1

14

油烟 扬尘 海洋

1

4

1

1

7

辐射 其他

2

1

3

污染类型合计

24
12

7

6
13
1

2
3
9

4
10
7

98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周
晓梦）12月6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交第十五批环境
信访交办件68件。目前累计已转交

群众信访举报件840件。
第十五批68件群众信访举报件

共涉及七种污染类型问题，其中水污
染问题24件、大气污染问题20件、生

态污染问题19件、噪声污染问题14
件、土壤污染问题11件、海洋污染问
题7件和其他污染问题3件。

从分布的区域来看，海口市、三亚

市的群众信访举报件数量居前，分别
为16件、9件。

群众信访举报件涉及的各市县和
各责任单位正按照要求立行立改，持

续推进整改进度。按照要求，群众信
访举报件的办理情况，须在规定时间
内反馈到督察组，整改和处理情况要
及时向社会公开。

关注2023年“宪法宣传周”

我省举办“新行政复议法
关系你我他”普法志愿活动
进一步提升新行政复议法的社会知晓度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 （记者陈蔚林）根据
“宪法宣传周”活动安排，12月6日，省司法厅联
合省律师协会在海口市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举办“新行政复议法关系你我他”普法志愿活
动，向群众讲解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
议法》（以下简称新行政复议法），进一步提升新行
政复议法的社会知晓度。

今年9月1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行政复议法。这
次修订后，行政复议法的法律条文从43条增加到
90条，修改范围几乎覆盖了每一个条文，更有利
于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
以及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

活动中，省律师协会行政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海南奥派律师事务所主任杨拥军重点讲解了行政
复议的受理范围、申请方式、申请期限，并就“行政
复议制度的功能和优势”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现场
答疑，引导群众更好运用行政复议渠道化解行政
争议、维护合法权益。

关注生态环保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②

案例解析■ 见习记者 宋灵云

花色金黄，叶片翠绿，藤蔓缠绕着
树木不断蜿蜒，外表美丽的金钟藤还
有一个名字——“森林杀手”。

今年4月初，昌江黎族自治县人
民检察院检察官在开展生态环境保护
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摸排时，发现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林区孝道瞭
望台处有藤蔓连片密布，覆盖着林木
植物，不少林木因不见阳光变得枯
萎。检察官在现场提取了藤蔓样本，
随后通过查阅资料、咨询专家，确认藤
蔓是有害生物金钟藤。

金钟藤到底有哪些危害呢？
检察官陈肇琴给记者打了个比

喻：树木像人一样需要呼吸，但金钟藤
将阳光层层遮盖，就像捂住了树木的

“口鼻”，让它们无法正常呼吸，最终枯
萎死亡。此外，金钟藤生长迅速、枝叶
繁茂，与树木争夺水分、养分，遏制了
树木的正常生长。

为进一步调查辖区金钟藤危害植
物情况，检察官主动前往保梅岭省级自
然保护区展开实地调查，发现该区域观
景台处山窝也被金钟藤大面积覆盖。

掌握现场情况后，检察官走访了
霸王岭林区和保梅岭保护区林业管理
部门，调取相关证据，并与相关负责人
就保护区内开展金钟藤有害生物防治
工作进行交流，督促其依法履职，及时
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治。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霸王岭林
区林业管理部门就此委托专门机构编
制了金钟藤等有害生物防治项目作业
设计，完成防治面积8000亩。收到诉

前检察建议的保梅岭保护区林业管理
部门，立即召开专项工作会议部署，申
请专项资金，委托有资质的施工单位
通过割藤、涂药等方式，有效治理金钟
藤47亩，并申请将金钟藤防治纳入林
业草原项目储备库，长效保护保护区
林业生态环境。

多举措整治“森林杀手”金钟藤，
是海南省检察机关筑牢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法治保护网的一个缩影。

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王刚告
诉记者，近年来，该院联合相关行政部
门探索建立“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公
益诉讼生态环境和资源预防保护”机
制，进一步发挥公益诉讼事前预防、事
中监督、事后救济的作用，实现依法监
督与公益保护的良性互动，多起案件
入选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桫椤树，有“活化石”之称，曾经是
恐龙的食物，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
生植物。2021年3月，如此珍贵的野
生植物被修建栈道的工程队毁坏了3
株。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今年4月，
工程队工人兰某被法院以危害国家重
点保护植物罪判处相应刑罚。

此外，针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管理局黎母山分局存在监管漏洞，
检察机关依法向该局制发了诉前检察
建议，建议为国家公园20多种珍稀植
物定做“身份证”。

记者获悉，2023年以来，海南省检
察机关共立案办理涉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
案件42件，督促修复被占用、毁坏的林
地62.95亩，补植复绿树木5740株。

（本报石碌12月6日电）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行政公益诉讼案

围剿“森林杀手”金钟藤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

我国唯一的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动植物物种资源极为宝贵。为
保护好独有的热带雨林生态资
源，海南省检察机关自2021年4
月起，开展了“检察蓝”守护“生
态绿”检察监督专项行动。在昌
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督促
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行政公
益诉讼案中，检察机关结合区域
治理现状，充分运用磋商和诉前
程序，督促林业管理机构依法履
职，切实推进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工作，对保护热带雨林生态系统
原真性和完整性具有实践意义。

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
司法专题节目获好评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陈蔚林）12月4
日是第十个国家宪法日，海南省乡村振兴电视夜
校联合省司法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律师协会共同
策划推出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中的‘宪法缘’”
司法专题节目，广受观众好评。

节目邀请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谭波介绍宪法
与海南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引用鲜活案例分析基
层常见法律问题，以及开展普法宣传教育的方式方
法，帮助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提升学习运用宪法、民
法典的能力，助力基层依法治理和法治乡村建设。

收看节目后，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五星村
驻村第一书记孙亮亮表示：“这期节目为我们学习
宪法知识、弘扬法治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作为
基层干部，我们会引导村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矛
盾和纠纷，要善于从法律角度思考和解决，做一名
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合格公民。”

《乡村振兴 越做越有》
2023年走基层系列活动收官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易贵明）12月5日晚，由海南省乡村振兴电视夜
校主办的2023年海南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广播
版——海南新闻广播《乡村振兴 越做越有》走基
层系列活动走进海口市旧州镇岭南村。至此，该
系列活动圆满收官。

岭南村位于旧州镇东南部，冬季瓜菜种植是
村民们重要的收入来源。活动现场，来自省农业
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的专家悉心传授了冬季瓜菜种
植技术并为村民答疑解惑。

据悉，今年以来，《乡村振兴 越做越有》走基
层活动先后走进海口、三亚、陵水、乐东、定安、昌
江、东方、屯昌、五指山等市县，开展农科农技、法律
法规、交通安全、应急救护等知识普及，并将寓教于
乐的文艺节目送到群众身边。

海南本土题材电影
《阿霞书记》海外展播

本报讯 （记者张琬茜）日前，
“2023中国影像周”活动在缅甸仰光
举办，海南乡村振兴题材电影《阿霞书
记》海外展播，广受好评。

据介绍，《阿霞书记》讲述了海南
某中学音乐教师尹孟霞积极响应号
召，到海南偏远乡村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故事。拍摄
初期，主创团队走进田间地头、海边码
头采风学习，访问了大量驻村干部，挖
掘了一批动人故事，为影片创作积累
了丰富素材。

这并非《阿霞书记》首次与国际
“接轨”。今年 1月，该影片作为中
国文化中心（吉隆坡）官方对外展映
影片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展映；10月，
该影片演员荣获 2023 年第十届戛
纳女性故事电影节最佳亚洲女演员
奖。此外，还获得了第三届亚洲国
际青年电影节“金兰奖”最佳编剧
奖。

该影片导演之一、海南省电影家
协会理事、海南师范大学教师吕永介
绍，目前，主创团队正赶在国内上映前
完善电影片尾工作，希望更好地通过
影片讴歌扎根乡村振兴一线的中国女
性。这部影片是向世界展示海南风土
人情和乡村振兴成果的一扇窗口。接
下来，主创团队将带着《阿霞书记》继
续参加国内外各电影赛事，进一步讲
好海南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海口计划3年内建设
13个和美乡村群落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
海口市乡村振兴局获悉，该局计划用3年时间，在
海口建设13个和美乡村群落、100个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1000个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推动和美
乡村串点、连线、成带。

据悉，近年来，为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海
口积极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小切口入手，全面加
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步伐。在强化体制机制
建设方面，海口建立起常态化开展整治的工作机
制；印发了《海口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
洁行动方案》，以村委会为单位，按照“一拆二清三
建”的工作步骤，重点对乱搭乱建、乱堆乱放、卫生
死角、污水横流、畜禽散养等农村人居环境“乱象”
进行常态化集中整治；每月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交叉检查，以考核为“指挥棒”，推动工作任务落实。

同时，海口在全市推广“全区域、全范围、全动
员、全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经验做法。今年以
来，全市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参与整治人数超过
27万余人次。通过集中治理，农村人居环境脏乱
差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

加工增值税收政策
将在我省更大范围试点
◀上接A01版

目前，在充分总结评估试点工作情况基础上，
在海关总署指导下，海口海关正按照“不限重点园
区”“不限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的原则，推动加工增
值税收政策在更大范围开展试点，不断释放政策
红利、提升压力测试水平

据悉，举办“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系列主题
新闻发布会，旨在更好满足广大海内外企业和各
界人士对自贸港政策的解读需求，通过对相关自
贸港政策进行深度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