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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房子离市区近了，现在去哪
都方便多了。”12月18日下午，儋
州市那大镇西联南园小区一栋小
楼前，梁南新稍加整理着装，骑上
电动车，赶着出门工作。

西联南园小区是天角潭水利
枢纽工程垦区移民安置点之一。5
月中旬，梁南新一家成为安置户。
7个多月里，一家人对于新生活从
迷茫、陌生到熟悉。用他的话说，

“日子越过越踏实”。
梁南新原本住在海南农垦西

联农场公司下辖光辉队。2021年
下半年，他得知受天角潭水利枢纽
工程建设影响，老宅需被拆除，一
家人得易地搬迁。

“那是我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地
方，说要离开一下子真有点懵。”梁
南新得知消息时，百感交集，十分
迷茫。

他的老宅是占地百余平方米
的自建铁皮房，三代十余人一起生
活，虽拥挤但也算温馨。周边还有
谋生的产业、亲近的乡邻，生活早
就“扎”在这了。

“我靠着割胶、养猪有稳定的
收入，搬迁后猪场没了、胶林远了，
一家人该怎么生活？”离家时，对未
知的迷茫和担忧一度让梁南新有
些踌躇。

但从政府和农场公司工作人
员口中充分了解项目建设意义和
移民政策后，梁南新和家人决定积
极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建设。

今年5月，西联南园小区交付，
梁南新和家人住进了宽敞明亮的
新房，心中的愁云霎时消散。

新房离儋州市区不远，意味
着工作机会多了，生活也更加方
便了。

“父母看病不需要‘舟车劳
顿’，孩子有了更好的教育机
会。”梁南新细数着生活发生的
新变化。

一家人实现了安居，梁南新靠
勤劳双手描绘起“乐业”的图景
——他在新家附近新租赁了一家
养猪场，还利用闲暇时间打零工，

“到处是机会，只要我双手勤劳，不
愁日子过不好。”

（本报那大12月18日电）

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
垦区移民梁南新：

搬进新家
日子越过越踏实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连日来，一飞（海南）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一飞智控）副总经
理褚天翼进入连轴转的状态：一边
忙着年底满单的业务，一边还在谋
划明年春节三亚无人机智能交通
保障工作，“今年又将在海南过年，
这已经是第三年了。”

褚天翼所任职的一飞智控专
注于无人机技术研发与应用，是入
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最早的一批
企业。作为公司的老员工，2020年
褚天翼就来到三亚工作，妻子带着
孩子与他同行。

有家人的陪伴，褚天翼忙碌而
充实。“我们已落户三亚，妻子是园
区内一家幼儿园的财务人员，两个
孩子也在园区的幼儿园和小学就
读。”褚天翼笑称，一家四口从天津
迁来海南，大家都很适应，“大人喜
欢这里的工作环境，孩子享受这里
的教育氛围。”

褚天翼一家顺利申购了崖州
湾畔的安居房，他常常带着孩子在
崖州湾（深海）科技城青少年活动
中心学习书法、舞蹈等课程。“多元
教育培养体系让孩子快乐成长。”
褚天翼说，他还会陪伴家人参与园
区的萤火虫音乐派对、健身课程和
各类文化科技讲座，既增长见识也
能陶冶情操。

正值壮年，诸天翼坚定地选择
崖州湾，更为看重的是个人职业发
展前景。“海南市场活力足、营商环
境优、科技融资易，为企业和个人
发展提供广阔平台。”褚天翼表示。

“‘琼科贷’助企顺利获得超过
千万的贷款，‘股权+信贷’等带来
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我们没有
为融资而太过烦心；个税优惠、安
居房、人才补贴等配套政策及时兑
现，我们招引人才更有信心；园区

‘城小二’的精准服务，有效释放发
展活力，企业相继获得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
海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称号，
我们闯荡市场有了更多的‘金招
牌’。”褚天翼向海南日报记者一一
列举了企业发展充满的“底气”。

玫瑰谷1000架无人机表演，
消博会2023架无人机表演……盘
点今年以来海南市场越做越大的
订单，褚天翼笑着说，“相信明年的
市场会越做越旺。”

（本报三亚12月18日电）

一飞（海南）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褚天翼：

忙碌充实
家庭事业双丰收

■ 本报记者 陈子仪

“这是今年我们和农科院推出
的联名款，也是今年收果后压榨生
产的第一批油，销量不错。”12月
16日，第26届冬交会琼海馆，“95
后”青年王辉浩忙着将一瓶瓶色泽
透亮，印着“北仍山”字样的山柚油
整齐摆放在展台上。

作为琼海温泉发富油茶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发富油
茶合作社）负责人，王辉浩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这是“北仍山”山柚油
首次亮相冬交会。山柚油是如何
从小乡村走向大舞台的？王辉浩
告诉记者，这离不开一家人齐上
阵，齐心协力，携手同奔致富路。

18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位于
琼海市嘉积镇温泉村的发富油茶合
作社加工厂，王辉浩的父亲王夏阳
正拿着耙，翻动晾晒在地面上的油
茶果。脱壳、挑选、打碎、翻炒、压榨
……一颗颗完整的油茶鲜果经过一
道道工序，摇身一变成为醇香的山
柚油被灌入瓶中。“今年收了上万亩
油茶果，鲜果已基本采摘完成，现在
正值山柚油加工季。”王辉浩说。

2010年，王辉浩一家决定转型
油茶赛道，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发富
油茶合作社有了初步发展。然而，
近几年合作社的发展进入了瓶颈
期。王辉浩说，如何保证山柚油质
量，增加销量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

“今年，我们一直在优化生产
设备和流程。”王辉浩说,为了丰富
产品种类，合作社和农科院推出了
联名款山柚油。“老爸负责鲜果的
采收挑选，老妈负责鲜果的晾晒，
我负责生产品控、包装设计。”王辉
浩带着全家一起上阵，推动联名款
从无到有。

今年冬交会上，发富油茶合作
社与海南瑞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签订560万元油茶意向销售合同。

“今年与我们合作的种植户迎
来了爆发式增长。”王夏阳说，除了
油茶生产，合作社还致力于为种植
户提供优质种苗和技术支持，保价
收购。在这种双赢模式下，油茶合
作基地面积从去年的5000亩增加
至今年的上万亩。

冬日暖阳里，合作社的油茶树
上，一朵朵白色油茶花竞相绽放。

“今年是丰收的一年。”王辉浩说，未
来，一家人还想打造油茶共享农庄，
推进油茶产业全链条发展。

（本报嘉积12月18日电）

琼海温泉发富油茶种植
农民合作社负责人王辉浩：

全家上阵
携手同奔致富路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12月 18日，是海口市秀英区
居民柯某到附近一家公司上班的
第一天。“利用冬闲时间到公司打
工，可以多增加一份收入。”他说，

“家里刚出售了一批农产品，今年
收入还不错。”

尽管右手有残疾，但身残志坚
的柯某与家人利用承包地，分季节
种植多种农作物。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尤其是种
植阶段，购买农资用品需要一笔不
小的开支。前些年，柯某家里并没
有足够的积蓄。正当他与家人发
愁时，我省就业创业与信贷部门在
走访中了解了他家的困难，于是建
议他申报创业担保贷款发展生产。

“党的政策好，干起来有奔
头。”柯某说，“两次创业担保贷款，
给我家发展农业生产帮了大忙。”

第一次申报创业担保贷款，是
2019年6月。“那时候我申报了15
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很快就到位
了。”他回忆道，首次贷款，让他家
的20亩承包地及时有了农资用品，
当年就获得了丰收，第二年的收成
让全家按期还清了那笔贷款。

第二次申报创业担保贷款，是
2021年7月。由于第一次的创业
担保贷款及时还清，柯某的信用等
级有了提升。“第二次我贷了25万
元创业担保贷款，发展生产更有底
气了。”他介绍，除了种植原有的承
包地，他还租赁了周边10亩农田，
分季节种植玉米、西瓜、豆角、白萝
卜、西红柿等农作物。

“除了有创业担保贷款，政府
部门和村里组织收购商上门收购，
也让我们销售农产品更便利。”柯
某感慨道。

近段时间，柯某家今年最后一
批农产品销售完毕，家庭年收入超
过20万元。这让他干劲更足，在
当地就业部门支持下，他利用农闲
时间在离家不远的公司找了一份
工作。

“明年我还清第二笔创业担保
贷款后，打算继续申报，提高资金
周转能力，种植更多高产高效的农
作物。”展望新的一年，柯某信心满
满地说。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

海口秀英区
居民柯某：

干劲十足
创业扶持添底气

瞧一瞧咱家的新变化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别小看这40米的碎石路，它
可帮了我和邻居一个大忙，圆了我
们的安居梦。”12月16日，在海口
琼山区桂林社区，居民王宝玉指着
房子后的碎石路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碎石路此前是一个深水坑，不
仅长期散发着臭气，而且极易滋生
蚊虫。不久前，在桂林社区基金的
助力下，这个困扰附近居民多年的
深水坑终于填好了。

记者注意到，王宝玉所说的这
段碎石路处于两排居民楼的中间，
原本是一条排水沟，然而周边居民
楼越建越多，排水沟被堵成臭水
坑。由于排水不畅，遇到台风天
气，周边11户居民楼一层易被水
泡，居民苦不堪言，不少居民楼一
层长期空置。

今年初，在了解情况后，琼山
区民政局注入5万元启动资金，由
桂林社区和上海恩派公益基金签
署协议设立社区基金，后续资金由
社区组织居民及爱心企业募捐、义
卖等方式筹集，用于资助居民实施
环境更新、助力困难群体及社区文
化教育等中小型项目。社区基金
设立后，王宝玉等人将深水坑亟须
填埋的情况反映给社区工作人员，
并提交了资金申请表。

“我们早就想帮他们把深水坑
填好了，但社区缺乏相应的资金。”
桂林社区党委书记陈伯龙告诉记
者。王宝玉提交申请表后不久，一
笔8000元社区资金很快就划拨到
位。社区工作人员在王宝玉等人
的配合下，找到了施工队，将长度
近40米、深度达2米的深水坑填
埋。为了防止周边排水不畅，施工
人员还在下面埋设了排水管道，将
污水引入市政排水管道。

“今年填埋好了，我们11户居
民家的一楼可以住了。”王宝玉说，
房子经常被雨水泡的难题解决之
后，他可以和老伴在自家房子里安
心过退休生活了。

深水坑填好后，王宝玉还向桂
林社区基金捐了50元，“虽然钱不
多，但也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社
区基金帮助更多邻居。”

目前，桂林社区基金已募集到
了14万余元，并成功开展18个社
区治理项目，极大提高了居民共同
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

海口琼山区
居民王宝玉：

难题解了
社区基金助安居

梁南新一家。蒙美顺 摄褚天翼和家人。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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