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元旦假期，是旅游从业人员忙碌的时
刻。“你看，这几天我的微信步数都是2万起
步。”1月1日，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潜水部
副经理朱湾拿着手机向海南日报记者展示。

潜水是蜈支洲岛旅游区推出的特色项
目，海南日报记者看到，潜水接待大厅里前
来不少前来体验的游客。“先生，您换下的衣
服和随身物品可以寄存在柜子里。来，我帮
您打开。”看到一位刚换上潜水服的游客，朱
湾立即迎上去提供服务。

“干我们这行的，要树立起主动服务
的意识，而不是等客人来喊你。”从

事旅游行业6年的朱湾总结
了一套服务理念，并一直

在工作中践行着。
说话间，几位刚

潜水回来的游客

走进接待大厅，朱湾又迎上去询问。“节假日人
多，要尽全力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有好的体验。”

她在接待大厅来回走着，虽然大部分提
供的是问询、指路、寄存等简单服务，但朱湾
认为，这些细节都是让游客获得好体验的基
础。有时，她也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比
如游客丢失了贵重物品，情绪比较焦急，她
会第一时间安抚游客的情绪，让游客冷静下
来回想去过了哪些地方，再和同事分头找。
当丢失的物品被成功找到后，游客对朱湾连
声道谢。“一句简单的谢谢，都是对我们工作
的肯定，也是激励我们做好服务的动力。”朱
湾说。

早上7时多出门，晚上7时才回到家，朱
湾已经习惯了这种“游客过节、旅游人上班”
的节奏。“虽然无法和家人一起过节，但是能
为游客提供舒心安心的旅游环境，我感到工
作很有价值。”朱湾说。

（本报三亚1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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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书喜

1月1日早晨，伴随着2024年的第一缕阳
光，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在3号泊位，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港出发的

“泛亚广州”轮静静地靠在码头岸线，如长龙卧
波。一旁，岸桥不断地伸出铁臂，从船上抓起集
装箱，轻轻地放在拖车上，转运到堆场。

“慢点慢点，好，放下。”岸桥底下，指挥手李
开志通过对讲机，指挥岸桥操作手进行卸货作
业。作为在码头工作多年的指挥手，他已记不
清一年里指挥了多少个集装箱装卸。看着每天
有不同的货轮到港口作业，尽管忙个不停，他心
里却很高兴。“港口繁忙，说明经济发展好。”

在李开志的眼里，“泛亚广州”轮是洋浦港
的老朋友了，几乎隔几天就跑洋浦一趟。洋浦
至广西钦州港是海南最繁忙的航线之一。目
前，洋浦-钦州的航线路径有11条，而其中“泛
亚广州”轮是跑该航线的主要货轮之一。

过去的2023年，李开志和同事们一起经历
了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的高光时刻——

2023年3月10日，共有4艘货轮在洋浦集装

箱码头作业。码头从凌晨开始高速运转，各作业
班组密切配合，无缝对接，最终当天实现集装箱作
业量8264标箱。这是洋浦集装箱码头单日集装
箱吞吐量首次突破8000标箱，再创历史新高。

初步统计，2023年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集
装箱吞吐量161.66万标箱，同比增长7.2%。

“作业量的增长得益于航线的增加。”洋
浦国际集装箱码头生产操作中心副总经理许
琳祥说，2023年该码头一共开通了5条内外
贸航线，总航线达到40条，基本覆盖国内沿
海和东南亚地区主要港口，其中3条洲际远
洋航线通达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

如今，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的扩建也正在
如火如荼进行中。建成后，洋浦港的泊位将由
5万吨级提升至20万吨级，能满足当今最大2.4
万箱位货轮靠泊要求。“到那时，在更大的货轮
旁指挥作业感觉一定不一样。”李开志畅想着。

新的一年，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也在谋划
未来发展之路。许琳祥说，通过优化及增加航
线，将航线延伸至美洲、中东、欧洲等区域，为海
南乃至全国的进出口货物提供更多的直航路
径。 （本报洋浦1月1日电）

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指挥手李开志：

货畅其流通四海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保温杯里灌满热水，坐上工位，戴上耳
机，清清嗓子。1月 1日 8时 30分，海口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以下简称海口
12345热线）接线员姜禹楠，元旦假期连着上
了2天班的她提前来到工位，准时开始工作。

不时有来电接进来，姜禹楠一边耐心回
复，一边迅速敲击键盘记录。假期最后一天，
来电数量明显下降。她趁着工作间隙，接受
了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她告诉记者，随着海南自贸港影响力持续
扩大，越来越多的游客将海口作为旅游目的
地。每个节假日前，她都要在相关部门发布交
通安排等事项后，第一时间自己消化，再对照
地图逐条过一遍所有线路，确保了然于胸。

“果不其然，昨天值班时就派上了大用
场。”她灿烂一笑，“很多人咨询2023—2024
湖南卫视芒果TV跨年晚会的交通问题。因
为心里有数，能比较快速地给出回复，免得大
家等得着急。”

事实上，从2017年12月上岗以来，姜禹

楠就从接件情况逐渐感受到了海南的吸引
力。“人才引进是这几年最热门的咨询问题，
包括落户政策、住房补贴政策、子女教育等
等。”姜禹楠说。

群众有所呼，政府有所应。为了及时予以
专业解答，在每一个相关政策出台后，相关
职能部门都会在海口12345热线设置专席。

“当接线员碰上解答不了的问题时，不必再
通过系统派件到职能部门，而是直接走两步
过去问专席，问完就能给群众回复。相当于
在线办结，大大提高办件效率。”姜禹楠说。

咨询量的增长，也让姜禹楠立志要进一
步提升自身业务水平。

她还记得，不久前，自己解答了一位来电
群众关于社保问题的咨询，电话里解答完后
又通过短信形式把相关信息发送给了对方。
过了一会儿，同事告诉她，那名群众又一次
打来电话，专门对姜禹楠提出表扬，“他说我
讲得清楚，他听得明白。”她羞涩地笑道。

展望2024年，姜禹楠要求自己的业务水平
再精进一点，继续当好热线“一根针”，连起民生

“万条线”。 （本报海口1月1日讯）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1月1日上午9时，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的
安马洋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稻浪阵阵。

头戴草帽，迎着暖阳，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海南分子科研育种基地高级工程师、博士刘
华招弓腰钻进田间。他小心翼翼地剪去稻颖壳
上端，用镊子拔出雄蕊，然后套上纸袋，
这是水稻杂交育种当中的剪

颖工作。春去秋来，这些动作他重复了不知多
少遍。

眼前5亩的试验田里，尽是.正处于抽穗期
的育种材料，一侧主要是种植观察，另一侧则用
于杂交实验。“正值南繁季，中午时分是水稻最
佳授粉时间，多晒都得扎在地里。”刘华招介绍。

2015年，刘华招来到陵水，从事南繁科研育
种选优工作。“打造属于陵水的特色产品，将南繁
成果留在海南。”这个念头在他心中早早地萌发。

根据陵水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刘华招选用
海南山兰稻与泰国香稻配制杂交，经过4年时间
的耕耘、播种、筛选，从上万份材料中优中选优，米
质优良、抗瘟病力强、耐热性好、结实率高的“南香
丝禾”诞生了。该品种连续几年试验种植亩产均
达到500公斤以上，并在周边示范推广种植。

2023年11月，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
护办公室公示拟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品种，“南香
丝禾”位列其中。“这代表着南繁成果就地转化
迈出了一大步，也圆了我的‘海南种’梦。”刘华
招说。近年来，刘华招还利用南香丝禾和海南
本土山兰黑糯杂交，培育出产量更高、口感更好
的南香黑糯。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育种研究工作
之余，刘华招还会时常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解难
题、送良方，对于农户的求助，他总是有问必答。
过去的一年，刘华招还参与开展了不少场南繁产
业、农民实用技术等培训，为当地水稻可持续生产
和丰产丰收做出贡献。新年第一天，刘华招收到
了不少农民朋友的问候。

陵水是海南南繁核心区域之一，每年有来
自全国15个省市、近200家科研单位在陵水开
展育种工作。

育种基地里，刘华招还在埋头查看稻穗的
长势情况，汗珠从帽子下沁出。“季季接续，新的
一年里，我们‘南繁人’要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
继续书写一粒良种的故事。”刘华招笑着说。

（本报椰林1月1日电）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海南分子科研育种基地高级工程师刘华招：

南繁热土育良种

海口12345热线接线员姜禹楠：

牵起民生“暖心线”

■ 本报记者 陈子仪 特约记者 何颖

1月1日，元旦假期最后一天，海南自贸
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
乐城先行区），各大项目抢抓进度加快建
设。而在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办公室里，电
话、打印机的声音不断传来，与寻常工作日
无异。

“近期，我们主要在和全国各地的医保部
门、保险公司沟通对接，争取乐城特药能够进
入全国更多省市惠民保。”早上9时许，乐城先
行区管理局产业招商处主管晨曦已经坐在办
公室电脑前忙着整理工作表单，她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园区项目建设者、医疗机构医护
人员还在坚守岗位，我们也不能因为放假而
停歇。”

2023年12月，乐城特药与江西鹰潭惠民
保“牵手”成功，上周已正式上线。1月1日，晨
曦和同事继续做好保险上线后的服务工作，并
配合保险公司为患者提供海外特药服务。

晨曦介绍，2020年，乐城创新推出乐城
特药险，并积极与各地惠民保合作，加速创
新药械惠及更多国内患者。作为链接保险公
司和医疗机构的枢纽环节，晨曦和同事一直
在做好沟通对接工作，帮助更多患者实现药
物可及性。

“保障国内无药可用的患者能用上急需
药物是乐城一大职责和使命。”晨曦表示，从
2022年起，她和同事一直与保险公司沟通，争
取更多的罕见病药物纳入乐城特药险。

“经过了多轮的谈判，越来越多的罕见病
药物顺利进入了乐城特药险的保障目录。”

在晨曦和同事们的努力下，自2020年开
始，乐城特药险累计与全国36个省市惠民保
开展合作，累计参保4300万人次。

“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能在乐城获得健康，
觉得很有价值。”这个来自河南的姑娘告诉记
者，家里人都很支持她留在海南。新的一年，
她将接续奋斗，做好本职工作，让更多的人能
在乐城获益。 （本报博鳌1月1日电）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产业招商处主管晨曦：

做好沟通护健康

编者按

岁回律转，万象
更新。当2024年的
第一缕阳光越过地
平线，海南故事翻开
了奋斗新篇章——

洋浦国际集装
箱码头，接驳车往来
穿梭，货物通达“链”
接全球；海南南繁育
种基地，科研人员扎
根田间开展育种工
作，托起“中国饭碗”
的坚实底座；一批重
点项目建设掀起滚
滚热潮，干部群众抢
抓生产工期……

这是海南自贸
港铿锵有力的奋进
足音。本报记者分
赴多地，记录一线工
作者用奋斗迎接新
年第一天的故事，展
现海南自贸港在新
征程中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的生动
图景。

▶朱湾协助客人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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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招查看水稻生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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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繁忙，说明经济发展好

打造属于陵水的特色产品，将南繁
成果留在海南

“越来越多的人能在
乐城获得健康，觉得很有
价值”

当好热线“一根针”，
连起民生“万条线”

一句简单的谢谢，是
激励我们做好服务的动力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潜水部副经理朱湾：

温暖游客出行路

▶姜禹楠回复群众来
电。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摄

▶晨曦在工作中。
本报记者 陈子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