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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林小丹

临近年底，屯昌县坡心镇高朗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吴治何仍然
闲不下来。近日，看着村企合作共建
的湖羊养殖基地羊肉订单走俏，他赶
忙安排村民利用撂荒地多种牧草。

湖羊是白色羔皮羊品种。自2021
年屯昌有关部门引进农牧企业在高朗
村发展湖羊养殖以来，今年村里的湖羊
常态化存栏量已达3000多只。

“一只壮个儿的湖羊，每天少说
要吃好几公斤鲜草，我们村有几千只
羊，草料供应可是大事。”吴治何说。
由于冬季草料相对紧缺，这段时间他
已动员吴大付等10余名村民整合边
角地、半撂荒地共计数十亩用于扩种
牧草。

“主题教育要求我们‘学思想、强
党性、重实践、建新功’，对于我们村
干部来说，就是要促进村里产业发
展，带领村民增收致富。”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吴治何严格地把要求落
到实处。

不只是湖羊和牧草，这几个月，
吴治何还挂念着村里的另一个种植
新产业——以“企业+村集体+村民”
模式发展的雪茄烟叶产业。“我们刚
做完大棚育苗，准备月底开始移栽。”

不同于其他传统种植产业，雪茄
烟叶种植几乎无法复制机械化作业
模式，到了明年初生长旺季和收成
期，需要大量管护人手。“这也为村民
就近务工提供了更多机会。”为此，吴
治何与村“两委”干部及驻村干部正
在挨家挨户动员村民参加烟叶种植
管护培训。

整合土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
“把圈里养的、地里种的、水里养的三
大产业做大做好做强，村民年年增收
就有了底气！”吴治何说，今年3月，村
企共建的中转渔场建成投产，这也是
屯昌首家规模中转渔场，可同时容纳
20万斤活鱼，每天最多可外销6万斤
淡水鱼，产值持续看涨，还带动了10
余名村民务工增收。

“党员干部带好头，带着乡亲们
一起干，大家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有
盼头。”对未来村庄的产业发展，吴治
何有信心。（本报屯城12月17日电）

屯昌县坡心镇高朗村
党支部书记吴治何：

乡村振兴
蹚出新路子

■ 本报记者 罗霞

冬日里，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会展合作部专
员张振凯参加了一场推介会，在会上
推介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会后，
不少爱尔兰企业向他咨询参展事宜。

近日发生在爱尔兰的这一幕，让
张振凯心里暖暖的：“消博会很受爱
尔兰企业欢迎。不少企业对消博会
早已有所了解，通过推介会，坚定了
参展决心。爱尔兰将担任2024年第
四届消博会主宾国。”

对于张振凯来说，记忆里的场
景，也并不都是温暖的。

张振凯记得2021年首届消博会
举行前，他和同事们走访一家又一家
企业，邀请企业参加消博会，收获了
不少合作，也碰了不少壁。

“与当时的情况不同，目前消博
会的知名度已大幅提升，很多企业主
动提出希望参加消博会。”张振凯说，
在与企业交流时，企业纷纷表达对海
南自贸港的关注和对消博会的期
待。“他们逐渐认识到消博会是链接
海南自贸港的良好平台，参加消博会
对了解中国市场、拓展业务具有重要
意义。”

张振凯今年30岁，从澳大利亚
悉尼大学毕业后，便进入海南国际经
济发展局工作，连续参与了三届消博
会招商招展及服务保障工作。

2023年这一年，他的工作跟消博
会紧密相关：在第三届消博会上，担
任1号馆馆长，负责该馆企业对接、活
动安排、展览服务等工作；第三届消
博会后，和企业保持联系，做好投资
服务，助力放大消博会溢出效应，同
时投入到第四届消博会招商招展工
作中。

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第三届消
博会成绩亮眼，65个国家和地区的
3382个消费精品品牌参展，1000余
件新品首发首秀，超5万名各类采购
商和专业观众云集，进场观众超32万
人次。消博会后，在张振凯和同事们
的服务下，一批参会企业合作项目顺
利落地海南自贸港。

有掌声，有汗水。为了办好消博
会，张振凯和同事们常常加班加点，
尽最大努力做好相关工作。比如，第
三届消博会开展前夕，一家参展企业
提出，需要从境外紧急调运展品到展
馆。为此，张振凯和同事们凌晨一点
仍在协调处理相关工作，最终展品被
及时送至展馆。

“非常幸运能参与消博会筹备工
作，个人工作能力有了明显提升，也
见证了消博会的成长。”张振凯说，目
前，第四届消博会筹备工作正有序推
进，“希望给大家带来一届更精彩的
消博会。” （本报海口12月17日讯）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
会展合作部专员张振凯：

服务盛会
携手共成长

■ 本报记者 范平昕

2023年，“90后”尼日利亚姑娘乔
漪开启了自己人生的新篇章——

今年5月，她正式辞去了海南科
技职业大学助教工作，在海南注册成
立公司，圆了自己学生时代的创业梦。

“我们是外籍创客在琼创业的‘联
络员’。”从文书翻译、许可证申领，到
场地租赁、活动策划，乔漪注册成立的
海南侨外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外籍
创客提供着创业“一站式”服务。

选择进入创业咨询服务领域，源
于她的实习经历：攻读硕士期间，她成
为了海口国际人才之家的一名实习
生，利用自己的社交资源和专业知识，
办起外国人才创业培训等活动。不少
外国朋友纷纷请她帮忙申请签证和工
作许可。这给了她创业灵感：“让更多
想在海南创业的青年外国人才更好地
留下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海南的创业环境，让乔漪有底气
将自己的创业梦变为现实。“这里有租
金低廉的办公场地，有相对简洁高效
的外籍人士居留许可和工作许可申领
手续，还有相关优惠政策。”作为广大
年轻创客的一员，在乔漪看来，“只要
你有好的商业想法，有成熟的创业企
划，就可以在自贸港谋得一席之地！”

这一年，乔漪共帮助了10位外籍
创客在海口市复兴城国际离岸创新创
业基地落地企业，这对她的事业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不仅如此，乔漪
还常常为外籍创客提供超出业务范围
的“免费服务”。

“从开公司、租赁办公室到处理税
务问题，乔漪和她的团队为我提供了
专业、高效的服务，甚至超出了我的需
求。”海南趋势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
责人、外籍创客乔丹对乔漪的帮助印
象深刻。

“我们的公司仍在起步阶段，还有
很多事情需要改进和学习。”奋斗，是
乔漪对未来的规划中绕不过去的关键
词。如今，她已在海南成家，并准备着
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对于事业，她说：

“我们会寻找更多的机遇、谋求更多发
展，在海南自贸港追求更美好的未
来。”

（本报海口12月17日讯）

在琼学习生活8年的
尼日利亚姑娘乔漪：

转换赛道
实现创业梦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12月17日，尽管是周末，设在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的珠崖毓才院大门仍
然开着，该院工作人员刘姝彤正为12
月20日的商学堂讲座作准备。

作为毕业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建
筑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刘姝彤今
年应聘到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从事人才
培训工作。

“我很看好海南自贸港建设前景，
而建设自贸港，人才是根本支撑。”她
说，自己有机会助力崖州湾科技城园
区的人才开展继续教育，非常有意义。

让刘姝彤兴奋难忘的是，有幸参
与珠崖毓才院筹建和揭牌工作。

10月26日9时，珠崖毓才院揭牌
仪式举行。尽管已做了近两周的周密
准备，但在仪式前一个半小时，刘姝彤
还是与同事早早到场，再次把议程模
拟了一遍，确保仪式有序圆满完成。

她介绍，珠崖毓才院采取合作办
学模式，设置思政堂、商学堂、法学堂、
科技堂、技能堂和人文堂，营造“学在
自贸港，干在自贸港”的浓厚氛围。

珠崖毓才院迅速运行，刘姝彤既
联系协调相关师资力量，又发动崖州
湾科技城园区内的企业员工参加培
训。她与同事积极上门走访，调查摸
底，问计问需，让更多企业负责人及其
员工结合各自工作需要参与到有实效
的培训中来。

12月13日至14日，她负责对接
一位党史专家到珠崖毓才院讲座。培
训前，她认真读阅读专家的讲义后，建
议专家结合园区企业属性和拥有大批
青年人才的特点添加案例，并新增实
操课。对此，专家欣然采纳，讲座也得
到了园区青年人才的认可。

近两个月以来，珠崖毓才院举办
了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南繁种业、心
理学、法律知识等专题讲座，并开设了
中级经济师、茶艺师等职业资格培训
课，每场都得到了园区众多人才的积
极支持。

“在园区内培训，关键是要按需开
课，提高参训者与课程的匹配度，建立

‘培训—实操—考核—就业’的可持续
发展机制。”刘姝彤感慨道，“联系协调
和服务多期培训过程中，我不但锻炼
了工作能力，而且学到了很多新知
识。” （本报三亚12月17日电）

崖州湾科技城珠崖毓才院
工作人员刘姝彤：

海归“归海”
拥抱自贸港

海口综保区投促局一部
负责人王靖：

招商引资
扩大“朋友圈”

时光无言，岁月匆忙，2023年已近尾声。回望即将过去的一年，海南自贸港建设蓬勃兴起，经济社会发展日新
月异。在新时代昂扬奋进的洪流中，每一滴水珠都折射出耀眼的光芒——这是每一天的奋斗和拼搏、每一次的成长
和收获。让我们一起走进5位逐梦人的故事，在个体的经历与感受中，铭记2023，展望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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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12月 14日，在屯
昌县高朗村中转渔场，吴
治何（右）和村民交流。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④ 乔漪在为外籍创
客讲解海南自贸港相关创
业政策。 （受访者供图）

⑤ 在海口综保区，王
靖（左）为来访企业介绍海
南自贸港政策和园区产业
集群。 （受访者供图）

⑤⑤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① 近日，中国重点展
会推介会在爱尔兰首都都
柏林举办，张振凯在推介
会上推介消博会。

（受访者供图）

② 12月 17日，刘姝
彤正在办公室工作。

（受访者供图）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12月15日上午，海口综保区管委
会投资促进局一部负责人王靖来到落
户园区的佳沃焕鲜植物蛋白工厂走
访。生产车间内，各条生产线都在加
速运转，一瓶瓶饮料被快速灌装、贴
签、装箱，然后传送至仓库装车发货。

今年10月21日，佳沃焕鲜植物
蛋白工厂在海口综合保税区顺利投
产。“从公司决定到园区投资建厂后，
海口综合保税区专门成立专班来对接
服务我们企业，提供了从注册、证照审
批提供了一条龙服务。同时，也派出
专人，一对一指导企业充分利用‘自贸
港+综保区’叠加政策优势开展业
务。”听到企业负责人对园区工作的肯
定，王靖心里很是欣慰。

2023年，看到海南自贸港蓬勃的
发展势头，原在杭州互联网大厂工作
的王靖毅然辞职，投身家乡建设，来到
海口综保区从事招商引资工作。

为扩大招商“朋友圈”，她多次参
加海口综保区组建的招商小分队，密
集深入重点城市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在王靖看来，吸引企业落户园区
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还是要推动项
目落地、投产，让企业切实享受到自贸
港政策红利。“海南自贸港的很多政策
在全国来说都是最新的，没有先例可
以遵循。但只要‘走通’一单，就可以
迅速复制到其他项目上。”

一直以来，王靖和她负责对接的
企业都建立了密切联系。每当企业项
目落地过程中遇到“卡点”，王靖会不
断向海关、税务局请教，并联合园区相
关职能部门，用主动、耐心、细心帮企
业一一解决。

全省首张对印尼RCEP原产地证
书签发、琼北首个保税冷链进境肉类
指定监管场地落成……随着一个个

“首家、首单、首笔”的落地，很多企业
都主动来对接海口综保区，王靖的工
作也变得愈发忙碌。

王靖说，接下来，她将瞄准海口
综保区千亿级消费精品贸易与加工
产业集群，进一步放大以商招商的

“磁吸效应”，让更多企业享受自贸港
政策红利。

（本报海口12月17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