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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新英湾区域东部路网
配套提升工程有序推进

计划明年2月完成建设
本报讯（见习记者吴心怡 特约记者刘畅 通

讯员徐必升）近日，在洋浦新英湾区域东部路网配
套提升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几辆挖掘机在平整场
地，数十名工人分工配合，正在进行路段围挡施工
等工作。

“目前，东部路网配套提升工程项目各路段已
经进入围挡施工阶段，计划于2024年2月完成全
部建设。”该项目相关负责人说，项目建成后，将进
一步完善洋浦东部生活区的路网结构，为企业和
居民提供更为便捷的出行条件。

据介绍，东部路网配套提升工程项目涵盖东
纵一路、华浦路、腾洋路技工学校段、横十三路
东段、环新英湾大道等多个路段，总路线长度约
为18.2公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园建工程、绿
化工程、土方工程、照明工程、弱电工程、给排水
工程等。

“近段时间以来，为保障多个重点路网工程项
目建设有序推进，我们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顺
利完成6个项目680多亩地的清表工作。”新英湾
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何金龙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目
前，腾洋路中段市政配套提升改造工程、洋浦关内
建成区给排水工程等也在加快施工建设中。

儋州成立初心调解室解民忧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刘畅 通讯员

何万常）近日，儋州市中和镇黄江村委会、南丰镇
油文村委会初心调解室挂牌运行。这是儋州创新
社会基层治理模式，通过设立村级矛盾纠纷化解
一站式服务平台，以“心贴心”的方式解决群众矛
盾纠纷，让群众的家长里短、邻里的鸡毛蒜皮、路
边的口角争执等有了一个沟通解决的地方。

儋州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完善乡村治理，
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广儋州东坡“和”文
化的基础上，创新设立初心调解室（亭），打造村级
矛盾纠纷化解一站式服务平台，将群众纠纷解决
在家门口，构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
上交”的矛盾纠纷调解格局。

据介绍，中和镇黄江村委会、南丰镇油文村委
会的初心调解室（亭），依托村级综治中心，通过吸
纳法律顾问、村“两委”干部、综合执法中队、乡村
振兴工作队、行业调解员、乡贤、志愿者等来充实
调解力量，形成集接访、咨询、调解、帮扶等为一体
的综合服务平台。

“我们还将创建洋浦经济开发区矛盾纠纷化
解服务中心，在全市19个镇（办事处）设立初心调
解室，把群众的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儋州市委
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监测显示，儋州湾越冬水鸟与往
年对比明显增多，其中包括每年都会
到访儋州湾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
脸琵鹭、黄嘴白鹭、勺嘴鹬等。2022
年水鸟调查发现儋州湾鸟类数量高
达181种 6756只，比红树林生态修
复项目实施前（2020年）增加约2000
只。

408.7公顷红树林上架“土地超
市”，是儋州积极推动优质生态产品
价值有效转化的体现，也是儋州在生
态文明方面交出的高质量答卷。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2020年以来，儋州市累
计投入资金1.04亿元，组织实施了儋
州市新州镇新英盐场红树林恢复造
林、儋州市新州镇蓝田村和新盈湿地
公园红树林恢复造林、儋州新英湾红
树林市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和儋
州湾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退塘还
林工程等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完成新造红树林371.06公顷，提前两
年超额完成《海南省红树林保护修复
专项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2—
2025年）》下达儋州市营造红树林任
务325公顷的目标。

在开展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中，儋州市推广乡土树种和濒危红
树植物种植工作。儋州湾原有红树
植物18种，除了推广种植原有乡土
红树植物以外，还引入了莲叶桐（国
家二级）、水椰（国家二级）、银叶树
（省级）、玉蕊等濒危物种。目前，儋
州湾红树植物已达到22种，占全国
红树植物的57.9%。

当前儋州红树林生态系统进一
步完善，周边固体废弃物垃圾得到全
面清理，海洋污染物排放不断减少，
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已监测到
彩鹮、勺嘴鹬、白琵鹭、凤头麦鸡、大
杓鹬、紫翅椋鸟、中华攀雀等多种新
增鸟类。

如今的儋州风清气爽，水清鱼
跃，绿树环绕，鸥鹭翔集。

“下一步，儋州将以本次‘海洋碳
汇’上架‘土地超市’为契机，继续厚
植城市蓝绿基底，积极推动红树林等
重要自然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拓
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
径，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儋州市资
规局有关负责人说。

（本报那大12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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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碳汇也能交易？日前，首批3宗海洋碳汇在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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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儋州市上架海洋碳汇（儋州市红树林再造
林项目）408.7公顷，红树林面积为3宗项目中最大的。

什么是海洋碳汇？据介绍，海洋碳汇又称为“蓝碳”，
是碳排放权交易的重要对象。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海洋碳
汇核算方法》行业标准显示，海洋碳汇指“红树林、盐沼、海
草床、浮游植物、大型藻类、贝类等从空气或海水中吸收并
储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和机制”。

儋州市红树林再造林项目位于
该市环新英湾、新盈红树林湿地公
园。近日，在环新英湾项目现场，栽
种的红树林长势良好，鸟儿从树林间
翩翩飞过，但一年多以前，这里还不
是这番水清、景美、鸟飞的模样。

红树林有“海洋绿肺”的美名，具
有很强的固碳能力和生态资源价
值。近年来，儋州市积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创建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为目标，以

“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行动”为着
力点，积极探索建立红树林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路径，努力打造青山常在、
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儋州，为
生态环境保护和碳达峰、碳中和作出
应有贡献。

“之前这片地方是一片养殖塘，
以养殖鱼虾蟹为主，在养殖过程中不
免会出现污染。”儋州乡投土地资源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儋州乡投）
总工程师简国春介绍，投放化学药品
与肥料、围堰养殖造成排污不健全等
都是造成海域污染的原因，因此，“退
塘还林”迫在眉睫。

据了解，红树林能够捕获与储存
大量二氧化碳并永久埋藏在沉积物
里，是地球上固碳效率最高的生态系
统之一，也是海洋碳汇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中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

在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
组织实施下，儋州乡投通过“退塘还
林”的方式，种植修复了268公顷红

树林。“我们从2022年2月进场，采取
‘退一块塘还一片林’的方式陆续种
植红树，到今年7月，所有养殖塘全部
清退，造林指标也已达成。”简国春
说。

红树林种植修复对技术要求较
高，种植过程中儋州乡投也碰上了
许多难点，平整土地就是其中之
一。“种植红树要严格控制场地标
高，也就是地面的高度，要确保涨潮
之后海水能淹到红树苗 20厘米左
右，否则水太深会淹死树苗，太浅的
话树苗又泡不到海水。”简国春介
绍，儋州湾土方多，转运是一个大难
题。“没有什么捷径，只能用船一点
点运出去。”

“我们种下去的红树都是不到1
年的小树苗，比较‘娇气’，所以我们
请的工人都是有种植经验的，最多的
时候一天有50名工人在种植。”简国
春说，目前，这片268公顷的红树林
成活率超90%，涵盖红海榄、白骨壤、
秋茄等7个品种，满足生物多样性的
要求。

除了儋州乡投，儋州市资规局与
海南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陆续
种植修复了140.7公顷红树林。“红树
林种下后，施工单位在3年内需要负
责管护，以此确保成活率，3年后再移
交林业主管部门进行统一管护。”儋
州市资规局营林科负责人邢锐介
绍。管护期内，工人需要定期巡查维
护，观察有无虫害、排水沟是否有堵
塞、半红树生长状况是否良好等。

生态修复 再造“海上森林”

“近年来，儋州特别重视红树林
生态修复工作，造林面积比较大，在
稳碳固碳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我们
想探索一下，这些红树林能产生多少
碳抵消量、能产生多少价值。”邢锐
说。

在相关单位的悉心种植与管护
下，408.7公顷红树林茁壮生长，应该
如何盘活红树林资源，如何开发其生
态价值？2022年下半年，儋州与省
资规厅、海南大学一拍即合，研究推
进儋州红树林蓝碳交易项目开发工
作。

“对于海南而言，红树林是非常
珍贵的资源，具有固碳、维护生物多
样性、防灾减灾、净化水质等多重功
能，但如果只开发红树林的碳价值，
商业前景有限。”海南大学海洋科学
与工程学院副研究员赵鹏介绍，此项
目的核心是以碳交易为载体的海洋
生态产品交易，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红
树林变现，带来可持续性的收益。

简单来说，红树林碳汇交易就是
让碳排放单位来购买红树林所储存
的碳，从而达到“碳中和”的目的。9
月26日，全国首单红树林保护碳汇
拍卖在深圳成交，拍卖所得将用于反
哺红树林保护与修复，此次拍卖为全
国探索自然资源、生态系统价值的实

现路径提供了范本。
作为海洋大省，海南的海洋碳汇

生态产品价值巨大。2022年，我省
首个蓝碳生态产品交易项目“海口市
三江农场红树林修复项目”完成签
约，预计可在未来40年产生9万余吨
碳汇。如今，3宗“海洋碳汇”上架“土
地超市”，象征着海南推动蓝碳资源
价值转化踏出新一步。

“此次上架土地超市的三个项目
都是严格按照国际权威的核证减排
标准去开发的，希望通过土地超市的
展示和交易，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这
个项目。”赵鹏说，这是一次海洋生态
产品交易的探索，有利于从全省统筹
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

今年1月至9月，儋州洋浦工业
总产值913.61亿元，规上工业增速位
居全省第一。如何平衡工业与环境
发展的关系、生态与经济的关系？红
树林蓝碳交易项目的推进为解决这
些问题提供了思路。

“对于企业来说，更有利于他们
履行社会责任，提高美誉度，完成减
排任务。”赵鹏说，比如央企、国企、跨
国公司等有减排任务的企业就非常
适合这样的项目，现在项目已经完成
开发，正在进行审定核查，部分企业
已经有了明确的合作意向。

生态变现 探路“蓝碳交易”

厚植生态底色“逐绿前行”

顺利完赛后，众多知名微博运动博主纷
纷晒出儋马体验，微博话题“2023海南儋州
马拉松”阅读量近2800万，引发网友关注。

一场儋马的时间是6小时30分，但这
场赛事的影响时间远不止这几个小时。

一场儋马，带来全民健身的狂欢。儋
马现场，除了专业的跑者，更多的是热爱跑
步、前来感受氛围的业余选手。“我参与了
几次儋马，每次都跑迷你健康跑，”跑者王
倩说，“这些年感受到儋州爱运动的人多
了，无论是清晨还是夜晚，总会有很多市民
在跑步健身。

一场儋马，带来儋州文化的“出圈”。

比赛当天，赛道两旁出现了热情洋溢的调声
队伍，以儋州特有的方式为选手喝彩。赛道
里的补给点，儋州米烂、鸡屎藤等特色小吃
令许多跑友驻足。本次比赛的奖牌也颇具
特色，完赛奖牌以儋阳楼为背景，纪念奖牌
正面为苏东坡像，背面是东坡书院的图案。

一场儋马，带来文旅消费的增长。比赛
前一晚，海南日报记者从多个软件上看到，
比赛场地附近的酒店均已满房，附近的餐馆
也坐满了提前来领取物资的跑友。儋州市
旅文局体育科负责人介绍，儋马带动了城市
经济发展，有利于培育“马拉松+旅游”新业
态。 （本报那大12月20日电）

有热度：“出圈”赛事带来强劲影响力

马拉松赛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也
是对城市的一次“大考”——当数万人涌进
一条跑道，如何保障他们安全地跑到终
点？正是来自医疗、公安、志愿服务等部门
的人员各司其职，才确保儋马顺利举行。

据了解，本届儋马在赛道沿途设立33
个固定医疗站，安排现场救护车16辆，沿
赛道共安排46台AED。海南西部中心医
院等多家定点救治医院预留床位。

除了保障安全，儋马组委会还重视参
赛者的舒适体验。比赛当日正逢降温天，
并伴有小雨，组委会为参赛跑者提供了一
系列的防寒保暖措施：赛前为每位跑者发
送降温提示短信，发放雨衣；赛后为跑者
发放雨衣与拖鞋、保温毯等物资，并为他
们送上一杯杯暖暖的姜茶。1452名志愿
者在各个环节，用服务温暖着现场每一位
跑者。

有温度：“幕后英雄”默默守护

儋州马拉松活力开跑，1.8万人沿着赛道领略当地风情

马拉松，带动儋州步入“新跑道”

近日，2023海南儋州马拉松（以下简称儋马）开跑，来自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万名跑友开启儋马之旅。自2010年首次
举办至今，儋马已逐步发展成为国内最高级别马拉松赛事之一。

13年的深耕与发展，儋马已经成为儋州一张极具影响力
的体育赛事名片。1.8万名跑者中，既有慕名而来的“儋马新
人”，也不乏多次参赛的“儋马回头客”。吸引他们齐聚儋州的
是什么？

儋马向来被称作国内“最虐”的赛道之
一，在马拉松跑友圈中，流传着“儋马虐我
千百遍，我待儋马如初恋”的说法。

“虐”在哪里？一位跑友介绍，儋州马
拉松赛道坡多、坡陡、坡长，上坡耗体力、下
坡伤膝盖，极大地考验跑者的能力和耐力。

但对许多跑友来说，赛道“虐”正是他
们选择儋马的原因之一。“这是我第六次参
加儋马，我与儋马一起成长，赛事越来越有
激情，我的成绩每年也都有进步。”本次半马
女子组冠军、来自海口的选手李玉锦表示。

赛道有难度也有美景，赛道景观是
影响马拉松线路制定的一个关键因素，
儋马也不例外。儋州文化广场、儋阳楼、

“一场两馆”……儋马路线经过多个地标
建筑和特色景观，跑者们用速度领略这
座城市的风情。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儋州，这个城市非
常整洁，赛道很棒，两旁的景观很漂亮，市
民也特别热情，明年我还想来参加。”半马
男子组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 SOLO-
MON TIMO SUTER表示。

有难度：“最虐”赛道吸引跑者挑战自我

儋州今年已为先进制造业领域企业
申请各类奖补资金1.3亿元

政策直达快享 企业轻装前行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刘畅

通讯员 符润彩

“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不仅可以享受省
级研发经费增量奖励，还可以重复享受市级研发
经费增量奖励。”近日，在儋州市科工信局办公室，
副局长王晋飞拿着儋州市政府刚刚出台的《儋州
市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发展办法》）文本，对前来咨询的
企业人员进行解读。

当天也是儋州市优化服务企业措施出台后首
个“集中服务日”，儋州市科工信局专门为科技型
企业创新创业提供政策扶持，“一对一”政策推送，

“点对点”辅导提醒，推动政策“直达快享”。
“第一时间给科技型企业宣讲解读市里刚出

台的政策办法，为企业的创新创业提供政策扶
持，将满满的政策‘干货’送到企业手上。”王晋
飞说，今年以来，已为工业企业在先进制造业领
域申请到国家、省以及地方的奖补资金 1.3 亿
元，惠及1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此外，还为18
家科技型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1200万元的政策
补贴和补助。

海南经济特区中质猎鹰智能勘测科技有限
公司于2020年9月成立，研发了海洋新型生态
照明装置、宽频高灵敏度地震传感器等多款高科
技产品。

“2022年我们公司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后，
获得91万多元的奖励，这对于我们这种研发型企
业来说，帮助很大。”该公司研发主任华刚说。

让华刚更高兴的是，刚刚出台的《发展办法》
内容丰富，奖补项目多，比如，通过设立科技创新
专项资金，用于企业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平台载
体、新型研发机构等方面奖补。

“作为研发型企业，我们公司很重视产品的研
发，成立3年多，已拥有23项知识产权。”华刚说，
《发展办法》对企业知识产权的研发有专门的奖
励，以前是没有的，公司的前期研发投入大，有了
政府的政策支持，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海南恒丰河套面业有限公司是洋浦一家大型
面粉加工、面条生产企业，该公司也十分关注政府
的政策帮扶情况。“市科工信局给我们解读的帮扶
奖补政策很好很给力，回去以后，我们将好好研
究，把政策用好用足。”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近期儋州市专
门开展“政企面对面”“集中服务日”“办事不跨区”

“有事来找我”等4个方面工作。儋州市政府有关
负责人表示，通过推行这些工作，在避免企业在那
大和洋浦之间两头跑的同时，精准掌握企业的诉
求，第一时间作出回应，积极帮助企业享受各项政
策红利，提高服务企业效能，持续推动全市营商环
境整体优化提升。

（本报洋浦12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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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吴心怡 特约记者 刘畅

2023海南儋州马拉松开跑，图①图②为正在比赛的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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