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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本报海口12月14日讯（记者陈彬）第26
届冬交会12月14日在海口开幕。在当天上午
举行的热带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与会嘉
宾和行业专家围绕热带农业绿色发展之路、热带
农产品绿色加工、全球热带农业发展形势与前沿
动态建言献策。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理事长余欣荣表
示，农业绿色发展能够推动海南热带特色产业向
生态化、绿色化转型，探索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
化。通过农业绿色科技开发应用，加强全方位的
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催生新业态发展，形成现代
农业产业集群。通过绿色技术渗透，带动农业生
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变革，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
现代化水平，实现标准化引领热带农业绿色化、
高效化。

余欣荣建议，要高度重视热带农业绿色技术
及产品标准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促进海南农业绿色
发展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以体制创新推动实践创
新，完善纵向与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和异地间利
益分配机制。用好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加快发展
农产品加工业，培育农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

中国工程院院士、食品工程专家单杨建议，

海南应实施绿色农产品品质评价行动，挖掘营养
与健康功能核心品质，挖掘热带地区农产品的特
征品质指标，开发优质特色的农业加工品牌；实
施品牌塑造行动，打造具有“琼字号”特色的品牌
形象，强化“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
牌”品牌体系，构建以地理标志品牌和企业商标
品牌为支撑的“品牌矩阵”；实施品牌推广行动，
结合黎族、海洋和华侨等特色文化，举办特色农
产品贸易洽谈会、美食文化节等。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谢江辉表示，种
业创新进入“常规育种+生物技术+信息化”的育
种“4.0时代”，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重
要优异基因，突破高效生物育种关键核心技术，
选育重大突破性新品种。

通过数智赋能，能给乡村治理带来哪些改
变？铁塔智联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麻文军结合
实践案例作了分享。据他介绍，中国铁塔结合公
司资源禀赋、数据优势和技术能力，聚焦生态安
全、粮食安全、水安全和水环境安全等领域，形成
了秸秆禁烧、长江大保护、数字农业、数字乡村、
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面源污染监管等一系列治
理方案。

热带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与会嘉宾建言献策

推动海南热带特色农业绿色化转型

■ 本报记者 邓钰

“我第一次参展，带来的南洋黑咖啡展品短短半天内就消
耗大半，客商的热情令人惊讶！”12月14日，第26届中国（海
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以下简称冬交会）首日，新加
坡新隆利咖啡粉厂负责人黄瀚禾被现场涌动的热情感染。

无论是首次前来的“头回客”，还是多次光顾的“老主顾”，
冬交会总能让每个参与者感到惊喜。这个连续举办了26届的
展会，让海南又一次成为全世界的农业“会客厅”。今年的冬交
会，更显活力、更具创意、更加开放，刮起农业经贸、技术交流新
风尚。

更显活力
客似云来 成交热情涌动

农业市场，风云变幻。走过26年的冬交会，依然是海南农
业的风向标，紧追潮流变化，尽显发展活力。

“展馆海纳百川，展品包罗万象，是本届冬交会的亮点之
一。”冬交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冬交会布展12个展区，总
面积8万平方米，展品包括瓜果蔬菜、粮油、茶叶、咖啡、畜牧、
水产、农资农机农技、跨境电商、休闲农业等品类和业态。

规模之大、品类之丰，26岁的冬交会展现最大诚意与活
力，呼朋引伴，引来如云客商。

本届冬交会约5000名专业采购商参与，包括众多世界
500强企业在内的2000余家企业参展，专业采购商数量较去
年增长近3倍。

活力还彰显在客商涌动的成交热情中。仅在开幕首日，
冬交会现场人流量便达到25478人次；现场签约11个项目，
吸金5.48亿元；现场交易额约369.38万元，签约订单总额8.56
亿元。

更具创意
多措并举 创新办会形式

本届冬交会从“新”出发，创新办会形式，展区结构调整力
度巨大，尤其是新增国际优品馆。

“展区结构优化成效显著，创新展品大量涌现，彰显海南农业
交流的创新实力。”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丝滑的俄罗斯巧克力、香浓的卢旺达咖啡、甜蜜的土耳其
葡萄干……国际优品馆中，26个国家以及60名行业国际组织
代表带来“当家好礼”，展陈世界美味的同时，展现着丰富多彩
的异域文化。

该馆专设海口海关咨询服务处，将为国际展商提供海南自
贸港进出关政策解读、产品报关等咨询服务。这样的优化，是
为了满足海南农业升级的客观需求，也为农业发展新方向提供
更大更优的交流空间。

敏锐的“老冬交”扎进农业新领域的“蓝海”，收获颇丰。“众
多农业新技术、新产品、新思路令人惊艳，也让我们看到农业转
型的更多可能。”从事农业进出口贸易的海南客商陈艳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展会特装展位设置率100%，是全
国第一个实现特装展位全覆盖的农业展会。

“特装展位让我们能以更灵活的方式，说出发展故事。”海
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豫说。在海
南农垦馆，一辆“发展列车”驶入其中，淋漓尽致地展现海南农
垦70余年的发展历程。

更加开放
满怀诚意 喜迎八方宾朋

冬交会“朋友圈”不断扩大。从本届展会开始，冬交会常置
主宾国和主宾省。

在今年主宾国柬埔寨展馆里，当地企业带来了颇具国民性
和代表性的棕榈糖、红胡椒、茉莉香米、大力腰果、芒果干等10
余种特色农产品。

“海南自贸港发展迅速，对柬埔寨企业来说是很好的投资
地。”柬埔寨商务部副部长斯薇·娜卡瑞表示，作为主宾国，当地
企业十分期待与海南客商建立联系，通过合作生产和销售双方
产品，丰富双方市场。

“这里让人感觉非常亲切，柬埔寨与海南气候相近、产业基
础相似。”柬埔寨高得莱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秦冰认为，两地间
存在共同发展跨境农业全产业链的巨大空间。

众多海内外企业，满怀诚意、慕名而来。这一农业盛会的
魅力尽显——展馆内，全球农业“尖货”云集，格外吸睛；展馆
外，企业代表洽谈，涌动商机。

国内外企业纷纷在其中大展拳脚，亮出创新、高端、智能、
绿色农产品，各地的政府、科研机构深入交流，共谋农业发展未
来，愈发成为更多人参与、享受其中的盛会。

“通过冬交会这一平台，海南产品、海南品牌、海南农业
链条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冬交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
说，对于海南而言，不仅可通过冬交会汇聚全球农业新产
品、新技术、新信息，还能更直接高效地打通供需链条，将有

力塑造全球范围内农业全产业链条竞争新优势、增强
产业核心竞争力。

（本报海口12月14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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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2022年4月19日，泰佩思琦与海南国际经济发展
局、海口综合保税区管委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正式在海南设立中国旅游零售总部。

海南自贸港，对外资企业来说，不仅是一个名
词，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而深耕海南自贸港
的远不止泰佩思琦一家。

2021年2月与6月，新加坡全球能源国际有限
公司在海南分别成立了新叻能源有限公司和新叻海
运有限公司，意在开拓中国市场船舶航空燃油贸易
及供应和船舶管理业务；

全球数据和分析驱动的决策赋能机构美国邓白
氏集团2022年3月在海口复兴城注册成立企业，目
前正在海南积极推进相关业务；

加绿巧食品制造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加绿巧海南）于2022年9月在海南实现投产，
年产值可达3000万。在计划之外，加绿巧海南还在
海口开了两家巧克力销售实体店……

正是有了众多投资者对海南的青睐，近年来，我
省吸引和利用外资取得明显成效——2022年，海南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320家，实现实际使用外资到
资40.5亿美元，同比增长15%。今年1-9月，我省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227家，同比增长19.47%，实际
使用外资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48%。

调研显示，海南利用外资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
吸收外资比重提高。不少外商投资企业在海南实现
良好发展，经营持续向好，赋能产业发展，促进消费
回流，推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沃土生根
企业收获高质量发展

从一粒种子到结出丰硕的果实，离不开肥沃土
地的滋养。对落地海南自贸港的众多外资企业来
说，海南就是一片富有生机的土地。

养分从何而来？
“‘海南’本身就意味着更广阔的市场。”对加绿

巧海南负责人孟伟伟来说，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政策
优势突出，比如加工增值30%免关税、“两个15%”
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是加绿巧落地海南最初的原因，

“有了这些政策利好，我们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可
以以海南为支点，向国内外市场延伸。”

与此同时，也有更多企业在实际运营中，切实体
会和享受到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

毕马威咨询（海南）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经理陈艺元
对此感受深刻。他举例，在贸易投资领域，海南自贸港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出台，
三张“零关税”清单落地实施等，使得大量企业关注并
落地海南，为毕马威提供了大量市场合作机会。此外，
RCEP生效实施与自贸港优惠政策的叠加也促进了毕
马威发展。毕马威立足海南自贸港，积极探索与
RCEP成员国企业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在更广阔的国
际环境中提高经营能力和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

调研中发现，近几年来，海南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很大程度上提振了企业的投资信心。

以加绿巧为例，孟伟伟介绍，加工生产巧克力需
要恒温场所，需要保障供电，同时物流要便捷、所处
地域也要干净卫生。因此工厂在选址时，一开始并
没有合适的地方。在海口江东新区项目专员专项对
口的服务下，该公司才快速找到符合要求的罗牛山
产业园，并最终入驻。

“在办理的过程中，作为法人代表的我一次都没
有到过现场，办证流程全部都由江东新区企服部专
员代理。”孟伟伟为此点赞。

开放求变
一片蓝海机遇无限

开放的海南，不断谋新求变，机遇无限。调研中，
外资企业均非常看好海南自贸港发展前景。海南自贸
港良好发展预期，在引资方面加快释放能量。

结合外资企业动向，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研究员夏锋说，海南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生态型创新型
现代产业体系，推动重点产业做大做强，着眼国际国
内产业发展趋势，尽快把含金量高的政策、有限的资
金、土地等要素用到“刀刃上”，打造标志性产业集群。

商务部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研究员白明说，
海南可以强化重点园区的作用，使海南13个重点园
区形成各自特色，更好地发挥产业集聚功能。

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实
施，将自贸港各项优惠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极
大增强了外商投资企业在琼投资信心。一批自贸港
建设急需、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相配套的法规先后
出台，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海南正继续用足用好自贸港立法权、经济特区立法
权、地方立法权，打造稳定可预期的法治制度环境与
体系。

对企业来说，海南是一片令人憧憬的蓝海。“未
来邓白氏将充分利用海南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
持续严格践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的原则和要求，积
极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服务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邓白氏中国区总裁吴
广宇说。 （本报海口12月14日讯）

外资深耕海南自贸港

◀上接A01版
面向未来，海南还需进一步打通政策落地堵点，优化
政策和制度设计，不断增强外商投资获得感，同时要
不断完善产业链，以更丰富的商业场景，增加外商投
资机会，更好吸引和利用外资。

优质市场在哪里，外商投资就在哪里。始终坚持
开放为先，让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得再充分一些，始终
瞄准一流目标，让营商环境再优一些。那么，海南吸引
外资、外商青睐海南的“双向奔赴”的机遇必将越来越
多，为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注入更多海南力量。

开放聚活力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利用AI图像分析技术，自动计算种子数量、
长度等数据的自动考种分析仪；多项专利加持，填
补国内果园纯电动智能植保空白领域的植保机
器人……走进本届冬交会3号科技强农馆，一项
项前沿的农业科技产品和技术令人耳目一新，让
人们看到了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

12月14日上午，由海南广源隆节能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带来的光电控水车在展馆甫一亮相，
立马成为全场焦点，吸引不少参展商“上车”参观
体验。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辆光电控水
车外观酷似房车，车顶装有太阳能电池板，车身
内部还配备了控制台和虹吸变频系统。

为让光电控水技术应用更加灵活、方便、实
用，今年该公司将系统安装在车辆上，“整辆车就
如同一个可移动的太阳能抽水机，能更好地解决
农业灌溉和水产养殖‘最后一公里’的供水难
题。”该公司经销总监何承光说。

为应对农业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种植成本
上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无人化场景在农
业领域的应用得到不断拓展。

“我们的机器人可实现一机多能，能够实现
无人喷药、割草、施肥、运输等多项植保作业。机
器人采用专有算法，导航精度高，并且可在坡地上
行走。配备车规级新能源电池，每次充电续航可

达4小时，夜间也可作业，1个机器人可完成10个
人的工作量。”廷捷农业机器人（海南）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张丹梅介绍，自今年8月投入市场以来，这
款植保机器人在海南已成功销售20多台。

品种创“芯”，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在海南省
海洋与渔业科学院展位，透明鱼缸中数十尾手指
长的波纹唇鱼鱼苗来回游动，工程师何明旺正给
参观者们介绍该院种苗繁育的最新成果。

“波纹唇鱼是一种濒危的名贵海水鱼。经过10
余年技术攻关，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联合企业
于今年攻克世界濒危物种波纹唇鱼全人工繁育技
术难关，首批育出鱼苗约6.8万尾。”何明旺介绍。

数字农业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有效手段。
来到中电科国海信通科技（海南）有限公司的农
业数字基站测试区，一座种植了“新鲜蔬菜”的模
拟农田映入眼帘。

“我们向大家还原了智能传感系统在运作时
的工作场景。以土壤墒情监测仪为例，可快速采
集土壤温度、湿度、pH值、电导率等数据，广泛
应用于土壤科学、节水灌溉、水文研究、农牧业生
产，为农业稳产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中电科国
海信通科技（海南）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将
不断探索丰富农业生产、乡村治理、农民生
活等环节的智慧应用场景，让“数字
蓝图”绘就“乡村实景”。
（本报海口12月14日讯）

探访冬交会科技强农馆：

好物云集 含“科”量十足

论坛

探馆

1212月月1414日日，，冬交会主宾国柬埔寨展区冬交会主宾国柬埔寨展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茂张茂 实习生实习生 赖璇赖璇 摄摄

12月14日，观众在冬交会五指山展馆
品尝茶产品。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12月14日，参展商在冬交会上展示新
鲜的燕窝果。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