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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我们这样走过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2023年，我们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经历了风雨洗礼，看到了美丽风景，取得了沉甸甸的收获。”“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挥洒汗水，每一个平凡的人都作出

了不平凡的贡献！”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饱含深情、催人奋进。
2023年，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一线，广大干群全力以赴、奋力拼搏，拼在一起、干在一起，推动各项事业保持良好态势，为开创海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打下良

好基础。过去一年，大家有何收获？新的一年，又有哪些期许？今天，海南日报推出新年特别策划报道，让我们同海南自贸港奋斗者一道，共赴新的春天。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实习生 陈思帆

废弃的甘蔗渣、麦秸秆，可以
用来做什么？

2023年12月31日，位于海口
国家高新区云龙产业园的海南大
胜达纸浆模塑环保餐具智能研发
生产基地一期生产车间里，一条条
高速运转的全自动流水线给出答
案——

经过制浆、成型、模压、烘干、
整型、切边等工序后，这些原本被
人嫌弃的“垃圾”摇身一变，成了

“抢手”的可降解环保餐盒、纸杯与

托盘。
有多“抢手”？“产品还没下线，

就已经被全部预订。”指了指厂房
里一摞摞准备打包装车的成品，海
南大胜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胜达公司）总经理张林喜上
眉梢，“自 2023 年 8月底投产以
来，我们就不断接到新订单。”

事实上，按照大胜达公司最初
的设想，该基地2023年“应该还在
建设中”。

“得知海南全面禁塑后，我们
谋划了这个总投资超5.5亿元、年
产3000吨纸浆模塑环保餐具的智
能研发生产基地项目，并于2021年

12月落户海口。”张林说，按过去的
经验估算，该基地一期、二期原本都
要到2024年才能竣工投产。

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得益
于一群“店小二”的助力：省、市相
关部门不仅成立服务专班，还配备
了企业秘书，让项目从供地用地到
建设规划、施工许可等各种手续的
办理，均得到“一对一”的精准跟踪
服务。

如此一来，该项目一期得以实
现“拿地即开工”“竣工即投产”。

“整体工期缩短了近一年时间，投
产时间也比预期提前了10个月。”
张林说。

一期竣工投产，是大胜达公司
2023年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展望
2024年，张林更是充满期待——
目前项目二期土建工程已全部完
成，新年一开年，生产设备就将陆
续进场安装调试。

“在总结一期经验的基础上，
项目二期将引进数条全自动生产
线，探索打造智能化‘熄灯工厂’。”
他表示，项目全部投产后，该公司
将充分利用自贸港优惠政策走“两
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助力云龙产
业园加快形成全生物降解材料及
制品完整产业链。
（本报海口2023年12月31日讯）

■ 本报记者 郭萃

桥上，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
前往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及江东新
区沿线区域；桥下，400余名工人
仍在紧张有序施工，为最后的完工
加足马力。

2023年12月31日一早，正值
元旦假期，中铁上海工程局美兰国
际机场快速通道项目党支部书记李
泉泉跟往常一样，来到美兰国际机
场快速通道项目桂林洋公园大道南
侧东坡大道匝道查看施工情况。

“每天都有变化。”李泉泉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目前美兰国际机场
快速通道工程总体进度完成约
99％，项目主体已建成通车，上下

匝道也已建设完成，正在进行通车
准备，剩余白驹大道改造和桥梁阻
尼器安装也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回顾这一年，李泉泉见证了美
兰国际机场快速通道项目从无到
有，见证了这里的崭新崛起。

2022年10月30日，美兰国际
机场快速通道开工建设，2023年
10月29日，项目主线桥实现通车。

12个月通车，李泉泉深知这
背后的艰难。“无论是进场还是建
设，我们都在创造速度。”这期间，
项目团队成功克服了工期紧张、地
质条件复杂、施工场地狭窄、天气
恶劣等多重困难，通过技术创新，
保障施工顺利进行。

从基础到上部结构的逐渐完

善，最终到整个工程的全面完成，
这条5.37公里的主线桥犹如一条
巨龙，贯穿海口江东片区。

“快速通道按计划通车，体现
了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帮
扶力度，也展示了参建各方在面对
各种挑战时的协同配合和高效管
理。”李泉泉告诉记者，整个过程
中，征地拆迁、管线迁改等复杂问
题也得到了有效解决，为项目的高
质量完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新的一年，美兰机场快速
通道项目将聚焦于剩余工程建
设，包括附属结构和白驹大道改
造。“我们将高效推进，争取尽早
完成竣工验收投入运营，为当地
居民提供更便捷的交通服务。展

望未来，项目的运营将成为
关键焦点，注重交通管理、
维护和安全，为社区创造
更安全、便捷的交通环
境。”海口建工集团路
桥公司美兰机场快
速通道项目相关
负责人表示。
（本 报 海 口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讯）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2023年 12月 31日，元旦假
期第二天。上午10时，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热带花卉研究中心主
任杨光穗准时出现在位于儋州的
中国热科院热带花卉种质资源圃
里。热带兰、睡莲、三角梅、朱槿、
红掌……行走间，她时不时俯身，
用手捧起花朵，仔细观察长势。

“做科研，本就是没假期的
嘛。”见海南日报记者来访，杨光
穗笑着说，春节前夕，大量花卉即
将上市，为了保证出品质量，花卉
研究人员要忙着进行各种技术调
控、测试、数据采集分析，基本就
在基地和实验室来回跑。

这些年，杨光穗和团队成员
始终在为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热带花卉品种努力奋斗。

“2023年11月，我们在海口举办
了热带花卉新品种推介会，团队
选育的150余个花卉新品种集中
亮相，每个新品种都经过长期科
技攻关，具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
权。”对这场推介会，杨光穗印象
深刻。

“这场推介会是对团队近年

来科研成果的一次检阅和展示。”
杨光穗回忆，当时，他们和多家省
内外单位签订了合作协议。因规
模大、品种多，这场推介会也被业
界称为“海南花卉种业创新道路
上的里程碑”。

实际上，选育新品种是一个
极为辛苦的过程。以红掌为例，
每年，科研人员至少要进行杂交
组合 300 对、播下约 10 万颗种
子，才能得到几十株候选株系，再
进入下一步的测试环节……如此
操作重复多次，只为等待一朵令
人满意的花。

近年来，在科研人员的努力
奋斗和长期坚守下，中国热科院
热带花卉研究中心的创新实力
不断提升——建成资源保存量
和丰富度位居世界前列的种
质资源圃，突破花期不遇、
杂交不亲等瓶颈，成功培
育石斛兰、红掌、三角
梅等花卉新品种，获
农业/林业新品种
权28项。

“我们要继
续加快科技创
新的步伐，研

究新品种种苗繁育技术，
把更多自主培育的品种
推向市场，发展壮大

‘美丽经济’。”谈及
未来的工作方向，
杨光穗说。

（本报那
大 2023 年
12 月 31
日电）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2023年12月31日，“80后”
医学博士秦庆广依旧忙碌。作为
海南省人民医院屯昌分院副院
长，他正在为元旦假期后上班第
一天的一桩“大事”而忙碌——
2024年1月2日，省院派驻屯昌
分院第二批医护骨干共计13人
将到岗，他得提前一一协调各科
室门诊及病房轮班安排，确保每
一名派驻骨干在新岗位上展现新
作为。

“这一年来，工作岗位与环境
都发生了大变化。”秦庆广介绍，
2023年9月，海南省人民医院全
面托管屯昌县人民医院，通过派
驻省医管理团队和医疗技术骨干
等托管模式，将省级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让更多病患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省医优质的诊疗服务。

此前，秦庆广一直担任海南
省人民医院针灸科副主任，从省
级三甲医院科室业务骨干，转变
为县域医院管理团队主力，这对
他而言是不小的挑战。一方面，

要负责医护人员技术的培训；另
一方面，要协调推进屯昌分院老
年病康复中心的学科发展、设备
引进等各项工作。

在各方努力下，2023年9月，
屯昌老年病康复中心建成投用，
目前已设置24间病房共计48个
床位，由秦庆广兼任学科带头人，
带领团队开展老年病治疗、残疾
人康复、术后康复等，诊疗效果受
到各方肯定。

谈及新年期盼，秦庆广说，他
将结合县域医院的资源实际，务

实做好“传
帮带”提升团
队成员的诊疗水
平，不断优化各项诊疗
服务，切实为患者提供省
级医疗技术；尤其利用好屯昌
南药资源优势，积极探索个性化
特色诊疗模式，为老年患者提供
中医养生、中医理疗、南药康养等
服务。
（本报屯城2023年12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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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医院屯昌分院：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家门口”

海南大胜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店小二”助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快速通道项目：

12个月通车背后的“加速度”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花卉研究中心：

市场上，自育花卉“向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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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抓质量
建精品工程

作为海南在建的最大的
水工项目，洋浦区域国际集装
箱枢纽港扩建工程的建设如火
如荼。参与这一项目的建设，让
我倍感自豪。每天来到工地，看
着工地上一点点的变化，看着一
艘艘货轮进出码头，我近距离感受
到了海南自贸港的蓬勃兴起。在
新的一年，我将和同事一起，扎下身
子，在海南这片热土上挥洒汗水，紧
抓工程质量，努力把项目建成精品工
程，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中交四航局有限公司工程技
术部部长吴宝松（整理/林书喜）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过去一年，在大家的共同保护下，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山更绿、水更清了，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逐步提
升。周边社区里，群众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政府和群众对推
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断增强。作为
一名基层护林员，2024年，我要进一步维护好热
带雨林保护的成果，加大社区宣教力度，坚定不
移走绿色发展之路，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五指山分
局水满管理站站长王道真（整理/谢凯）

创新引领谋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的一年，创新是
我们公司不变的主题。我将带领公司科研人员坚定信
心，面向大众的健康医疗需求，围绕底层技术开展科研攻
关，攻克缺少治愈手段的疑难杂症，以海南创新、海南制造
为助力，让优质医疗研发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海南苏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胜（整理/计思佳）

让乡村更有吸引力
刚来山地村时，我心想，无论如何要为村民做点实事。过去

两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工作困难，引进多家企业、发展多种
产业。看着村民们的生活越过越红火，我也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
很有成就感。2023年，我们尝试在村里建设鸸鹋种鸟养殖示范基
地，希望能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对于2024年，
我充满期待，也充满信心。我想在这里做更多贴心事，让乡村更有吸
引力。
——省卫健委派驻定安县雷鸣镇山地村驻村第一书记罗运海（整理/林芷羽）

拥抱自贸港建设机遇
过去一年，我作为学生代表，在校史馆为各行业领域嘉宾讲解海医

发展史；利用暑假时间，跟随学校社会实践团队深入了解基层医疗人力
资源相关配置；积极参与“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中国
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通过各种实践增长本领和见识。

在新的一年，我将抓住在学校学习的宝贵机会，利用各类平台努力
去提升自我，争取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在火热的海南自贸港
建设浪潮中绽放绚丽青春之花。

——海南医学院2021级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王优（整理/黎鹏）

①海南大胜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加班赶制订单。本报记者 袁琛 摄

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快速通道项目主线桥实现通车。本报记者 封烁 摄

③儋州热科院花卉科研团队。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④海南省人民医院屯昌分院副院长秦庆广为群众义诊。林小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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