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10 日，游客在三
亚蜈支洲岛一处网红“打卡
点”游玩。

时下，海南进入冬日旅
游旺季。位于三亚的蜈支洲
岛凭借舒适宜人的气候、蔚
蓝清澈的海水、种类繁多的
水上项目，吸引国内外游客
纷至沓来，尽情感受着海岛
的独特风情。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三亚蜈支洲岛：

冬日海岛引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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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综合行政执法事项
指导目录（2023年版）》印发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经省政府同意，近日，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
目录（2023年版）》（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在
2022年版本上进一步统一规范省级、市县和乡镇
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目前，省级执法事项455项，市县执法事项
3339项，乡镇街道执法事项84项，共计3878项。

在省级和市县执法事项上，《指导目录》梳
理了2022年 10月 31日至2023年 9月 30日期
间发布或修订、修正的法律法规规章，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海南自由贸易港
土地管理条例》等46部法律法规规章涉及的执
法事项进行调整，共新增执法事项213项、修改
执法事项113项、删除执法事项190项。

在赋权乡镇和街道执法事项上，《指导目录》对
赋权乡镇街道的103项行政处罚事项进行整合完
善，将分别属于相同罚则的49个事项合并为10个
事项，将罚则关联度不高的2个事项拆分为4个事
项。依据《海南自由贸易港消防条例》《海南省消防
安全委员会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力量建设和火灾防控
工作的意见》有关精神，将消防领域6项执法事项纳
入综合行政执法范围并赋权乡镇和街道行使。

《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报告
（2023）》蓝皮书发布

本报讯（记者刘晓惠 实习生曹展）日前，上海
社会科学院和海南省社会科学院在上海召开发布
会，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报告（2023）》蓝皮
书。该蓝皮书分为总报告、分报告和专题报告，章
节设置合理，可读性强。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国宏介绍，《海南自
由贸易港发展报告（2023）》项目组在对海南自由
贸易港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的任务要求，特别是重点围绕2025
年前重点任务，分析了2022年6月到2023年5月
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进程和成效，提出
2024年海南要以进一步落实自由贸易港制度安排
为切入点，促进现代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加快建
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先正达集团中国“南繁硅谷”
产业集群入驻崖州湾科技城

本报三亚12月16日电（记者黄媛艳）12月16
日，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
化）在三亚举办“种业现代产业链建设沙龙暨先正
达集团中国‘南繁硅谷’产业集群入驻仪式”。中国
中化、国机集团、中粮集团三家央企围绕深化涉农
领域产业链建设合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现场宣布
启动《2024年种业现代产业链发展蓝皮书》编制工
作。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何祖华，副省长顾刚，
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发展局副局长尚鹏等出席活动。

仪式上，先正达集团中国的南繁育种基地数
字化升级项目、荃银五星种业有限公司、先正达生
物育种产业培训中心、MAP中化现代农业海南
分公司等9家先正达集团旗下及创新链产业链上
下游的优势主体落户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集中入
驻先正达集团旗下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种集团）新总部大楼。未来，各产业主体将
围绕科研创新、产业生态和行业赋能等方面发挥
各自优势，融通带动种业产业链协同发展。

“中种集团是首家迁入海南自贸港的种业央
企，南迁后经营规模连创行业新高，科技创新力、
产业控制力、安全支撑力得到稳步提升。本次活
动开启先正达集团中国布局种业‘南繁硅谷’产业
集群式发展的新篇章，旨在进一步推进种业现代
产业链建设和共建‘南繁硅谷’工作。”中国中化董
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焦健表示。

据了解，中种集团2021年入驻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全面构建种业“研育繁推”高水平创新和产
业体系，构建了“两链一圈一基地”的重点举措部
署体系，积极承建两大国家级种业创新平台，推进
多个重要良种攻关课题，吸引产业链上下游合作
企业集聚海南。

本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尹建
军 梁东）近日，首批 3 宗“海洋碳
汇”项目在海南“土地超市”系统海
洋碳汇货架上架，意味着全省经营
性用海资源整合迈进一大步，海域
资源要素供给更加规范化、便利
化。

上述 3 宗“海洋碳汇”项目，分
布在儋州市、文昌市、昌江黎族自
治县，总面积 752.57 公顷。若想查

询相关信息，可登录海易办，打开
海南“土地超市”系统，进入海洋碳
汇货架，了解海洋碳汇项目位置、
造林面积、预计减排量、项目活动
等。

2022年1月，经省政府同意，省

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印发《关于建立
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的意
见》，提出“实施海洋碳汇监测评
估”，主要是开展海草床等典型海
洋碳汇生态系统碳储量监测，建立
全省蓝色碳汇资源基础数据库。

同年7月，省资规厅印发《海南省海
洋生 态系统碳汇试点工作方案
（2022—2024 年）》，以试点项目为
抓手，探索海洋碳汇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

截至今年 12月 15日，“土地超

市”平台已上架国有建设用地 937
宗、5.20 万亩，国有农用地 5 宗，采
矿权5宗，海域使用权143宗，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 28 宗。累计成交
522 宗，共 2.85 万亩，成交总价款
605亿余元。

海南“土地超市”上架首批“海洋碳汇”项目

■ 本报评论员

12月16日，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在三亚开幕，来自全球各地的影
片、影人、影迷汇聚海之南，融万象于
光影，襄盛举于海南。作为自贸港建
设先导性项目之一，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影响力不断增强，成为海南开展文
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扩大开放的
重要窗口。

光影交织映照海南开放新形象。
今年，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持续展现出
强劲吸引力，其以“海生万象·光影新

力量”为主题，汇聚了多位国内外重量
级电影人，“金椰奖”竞赛单元收到来
自全球109个国家和地区的4018部影
片申报，热度和规模兼具的盛况，再次
展现了电影节在全球电影人心中的位
置。这既是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日益增
长的魅力所在，也是海南自贸港愈加
成熟的魅力所在，更是自信开放的中
国之魅力所在。连续举办五届的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不仅为全球影片提供
了展示的舞台，也为文明交流互鉴提
供了重要平台，成为海南自贸港开放
与活力的有力见证。

星光熠熠闪耀海南发展新活力。
自成立起，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就不只是
定位为一个“节”，或者一场短暂性的“盛
会”，而是瞄准“全年展映、全岛放映、全
民观影、全产业链”目标，向着“永不落
幕”进发，充分释放电影节溢出效应。今
年，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展现出新内涵，
除了展映外，还将设置大师班活动，开
启关于光影的深度对话，并举办海南自
贸港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论坛等3
场分论坛……2018年以来，正是在电影
节内涵不断拓展、溢出效应不断释放
下，一批批影视企业落地海南，海南影

视人才队伍发展壮大，电影全产业链日
益完善，为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活力。

海天一幕照亮文旅融合新步伐。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是一场惠及全民
的文化盛宴。本届电影节专门设计板
块“金椰嘉年华”，将在三亚鹿回头景
区山顶、阿那亚社区各开展4天“光影
文旅、文化惠民”特色活动，涵盖露营
派对、电影主题市集、衍生品文创售卖
等内容，并在万宁冲浪小镇举办3天免
费露天放映及相关配套活动。这正是
推动旅游产业和影视文化深度“联姻”
的重要尝试。在电影节的带动下，近

年来，海南在“电影+文旅”上下功夫，
努力打造文旅融合新业态、新消费、新
热点，持续释放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
动能，不断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增添新活力。

今年的电影节主视觉海报，结合海
南蓝天、大海元素，展现了一群孩子在
阳光下、在大海边奔跑玩耍的场景，寓
意电影节闯海逐浪、充满朝气，以及海
南自贸港建设蓬勃兴起。让我们保持
阳光与朝气，迎着朝阳，拥抱大海，奋力
奔跑，以光影为媒，向世界更加生动地
展现多彩海南、活力海南、魅力海南。

光影璀璨添彩魅力海南

■ 本报记者 张琬茜
见习记者 宋灵云

金椰璀璨耀鹿城，声影交融聚星
光。12月16日，第五届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开幕式暨电影主题音乐会在
三亚举行。海南再次敞开光影之门，
喜迎八方宾朋，共襄电影盛事。

“久久不见久久见，久久相见才
有味……”伴随着清澈的童音、炫目
的VR绘画，这场光影盛宴正式拉开
序幕。分设“芳华”“正阳”“繁花”三
个篇章，本场电影主题音乐会让电影

与音乐交汇融合，为观众奏出美妙的
光影乐章。

回望过去，一部部精品力作铭刻
着峥嵘岁月，一首首经典曲目激荡起
热血初心——

在演员凯丽、歌手吴彤的动情演
唱中，《沧海一声笑》《九九艳阳天》等
熟悉的电影主题曲唤醒了人们脑海
中荡气回肠的光影记忆。

伴随着海南省芭蕾舞蹈学校学
生的翩翩舞姿，电影《红色娘子军》经
典片段在屏幕上逐一闪过，悉数重现
烙印进一代人文化记忆中的海南历

史风貌。
从1961年电影《红色娘子军》在

此诞生，到如今成为中国多部电影的
取景地，海南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与
光影结缘，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留下
一道道靓丽的身影。

展望未来，一句句真挚话语、一
段段动人旋律中，传递出的是电影人
对艺术的追求和探索，背后彰显的是
一批批优秀的中国影片正以新故事、
新形象、新旋律、新风格，抒写中国故
事，传递中国声音——

“能够碰触到人心的电影，都是

好电影……”努里·比格·锡兰、沙朗·
莫克利、大鹏、黄晓明、马伊琍、刘毅
等本届电影节“金椰奖”评委走上舞
台，结合自身创作历程分享心中“好
电影”的模样；

“奉献，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
你所热爱的一切！”配合着悦耳的电
影名曲，演员吴樾、高伟光朗声诵读、
激情澎湃；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
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哈萨克
斯坦歌手迪玛希用中文献唱，引得台
下掌声连连；

……
在耳熟能详的歌曲《大海啊故

乡》中，电影主题音乐会接近尾声。
“今晚海风吹拂、星光璀璨，当熟

悉的电影情景再现银幕，青春之声在
内心回响。”观赏结束后，观众曾先生
在朋友圈用文字记录这场光影盛宴。

奔赴山海，为影而来。第五届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大幕已经开启，在
海南自贸港政策的加持下，它将化光
影为桥梁，聚活力为动力，推动中国
电影接轨国际，助力全球电影事业蓬
勃发展。 （本报三亚12月16日电）

声影交融 逐梦金椰
——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式暨电影主题音乐会侧记

2023年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上接A01版
1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蟠龙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如何
围绕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六
共”目标，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

剪纸、银饰、团扇、铜鼓、毬丝……一
个个别具民族特色的工艺品，精彩别致、
赏心悦目，总书记走上前去仔细察看。
他拿起桌上绣着精美图案的壮医药锤，
称赞“很有特色”。

沿着台阶拾级而上，总书记来到二
楼文体活动室。只见社区的书法爱好
者正在挥毫泼墨，他们的作品苍劲有
力：“爱我中华”“厚德载物”“海纳百
川”……

“书法既能提高文化素养、陶冶心
情，又能养浩然之气。你们写的‘厚德载
物’，就是中华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体
现。”总书记深情地对大家说：“我们都有
一颗中国心，希望国家繁荣富强，就像你
们写的作品一样，‘爱我中华’！”

文体活动室另一边，身着民族服装
的社区群众正在排练合唱节目。看到总
书记来了，大家热情地向总书记献上一

曲极具地方特色的民歌《幸福嘹嘹啰》。
“一到广西，就想起山歌了。”总书记

亲切地对大家说：“广西少数民族兄弟姐
妹阳光热情、多才多艺。”

看到社区群众身着绚丽多彩的民族
服装，总书记一一询问他们都是哪个民
族的，民族服装都有什么特点。

“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
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中华民族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总书记叮
嘱：“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示范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
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
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

楼下，社区群众纷纷围拢过来，高呼
“总书记好”。

迎着大家热切的目光，总书记坚定
地说：“中华民族是团结奋斗的民族。天
上不会掉馅饼，幸福不是从天降，要靠我
们自己的努力。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
越命运共同体，将更有利于广西的开放
发展，壮美广西前景光明。大家一起努
力，一定会有更光明的未来！”

希望的田野
——“祝愿乡亲们的生活

像甘蔗一样甜蜜”

来宾市兴宾区凤凰镇，成片的甘蔗
一眼望不到边。

这里是来宾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黄安优质“双高”糖料蔗基地，面积达1.3
万亩。

1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
里，登上田间的八角楼二楼远眺。只见
一根根足有两三米高的甘蔗笔直挺立在
辽阔的田野间，空气中弥漫着甘蔗特有
的清香。

不远处，几台甘蔗收割机隆隆作
响。当得知大型甘蔗收割机一天能收割
180吨至200吨甘蔗，相当于180个人工
的工作量，总书记连连称赞。

来自广西农科院甘蔗研究所的技术
专家，向总书记介绍甘蔗育种情况。原
种、生根瓶苗、丛栽苗、假植苗……总书
记一个样品一个样品看过去，详细了解
糖料蔗栽培种植技术。

广西自主选育的甘蔗品种高糖高
产、适应性广，桂糖42号、桂柳05136等
品种在全国的种植面积名列前茅。总书
记对此表示肯定：“我们自己选育的甘蔗
品种已经成为优良品种，还有相应的机
收技术，你们为国家糖业发展作出了贡
献！”

总书记走进甘蔗林。40岁的蔗农
霍佳丽兴奋地向总书记汇报，今年自己
家里种了10亩甘蔗，亩产有7吨多，预计
今年能收入近4万元。

“除了种甘蔗，平常还有其他收入
吗？”

“我和爱人农闲时在家附近的木板
厂打工，一年能干 10个月，每月能挣
7000多元。”

“这么算下来，一年能有 10 多万
了。祝愿乡亲们的生活像甘蔗一样甜
蜜！”总书记欣慰地说。

离开甘蔗林，总书记乘车来到镇上
的一家制糖企业——广西来宾东糖凤凰
有限公司，详细了解压榨、制炼等制糖工
艺和作业流程。

甘蔗全身都是宝。企业展厅里，展

示着丰富多样的甘蔗深加工产品，除了
白砂糖、冰糖、红糖等常见的糖产品，糖
蜜可生产酵母、焦糖色素，蔗渣可生产环
保餐具、纸巾，蔗叶可作饲料、生物质发
电原料……

“一根甘蔗实现‘吃干榨尽’。这是
一个附加值很高的产业！”总书记边看边
说。

展厅墙上的一张饼状图，形象展示
了广西糖产业在全国的地位——2022/
2023年榨季，广西食糖产量527万吨，
占全国60%左右。

广西糖料蔗种植面积、食糖产量已
连续32个榨季居全国第一位，连续19
个榨季占全国60%左右，是维护我国食
糖安全的主阵地。

“我到各地考察，都要看看我们国家
规划布局上有代表性的产品。在来宾，
甘蔗就是代表。今天来这里看到甘蔗种
植和糖业发展格局，心里更托底了。”总
书记说。

“这些年，国家出台了很多鼓励甘蔗
种植的政策，蔗农种蔗积极性大大提
高。推进广西糖业高质量发展，守好全

国人民的‘糖罐子’，你们肩负重担。”
言语间，总书记语重心长：“农业生

产布局关乎发展与安全。种植面积要稳
定，品种、技术也要提高，把这个特色优
势产业做强做大。国家支持你们，你们
也要把这件事抓好，为千家万户送去甜
蜜。”

“请总书记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
您的嘱托！”现场的企业员工响亮回答。

广西农业资源丰富、条件优越，不仅
是全国的“糖罐子”，也是全国有名的“菜
篮子”“果盘子”，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前景
广阔。

15日上午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
府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谈及
广西发展现代特色农业的优势所在：“广
西雨热充沛，农业生产条件好。要发挥
广西林果蔬畜糖等特色资源丰富的优
势，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产业，让更多

‘桂字号’农业品牌叫响大江南北。”
一席话，为广西现代农业擘画出更

加宏伟的蓝图。
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新华社南宁12月16日电）

幸福的歌声 希望的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