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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新海垦

海垦猪业公司一猪场
获评国家级示范场

本报讯（记者邓钰）近日，海垦猪业公司旗下
海南农垦坤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坤牧黑猪场获农
业农村部办公厅评选的“2023年畜禽养殖标准化
示范场”。

近年来，海垦猪业公司大力开展畜禽养殖标
准化示范创建活动，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一大
批生猪养殖项目加快落地，进一步加快畜牧业生
产方式转变，在现代化养殖、科技设备应用以及精
细饲养方面的发展步伐加快，推动畜禽养殖生产
水平不断提升。

海垦猪业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将全力
推进生猪全产业链建设，建立优质生猪肉类标准，
加大渠道开发建设，推动旗下品牌“海垦福猪”口
碑提升、价值提升，推动产业升级，助力海垦生猪
产业高质量发展。

海垦7家单位党建工作
获省国资委表彰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符
文鑫）海南日报记者1月4日从海南省农垦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集团）获悉，该
集团旗下7家单位党建工作受到省国资委表彰。

其中，海垦猪业公司党委“保供稳价·猪业
红”、海垦实业公司党委“五融合”、海南橡胶东兴
分公司党委“初心引航 清廉兴胶”三个党建品牌
获评第二批海南自贸港国企党建品牌；海垦产投
公司党委、海垦草畜产业集团党委、海垦博物馆党
支部、海垦白沙茶业公司党支部四家党组织获评
首批省国资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示范点。

2023年，海垦集团党建工作亮点频出，积极
探索国企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路径，以强化
组织保障、加强统筹规划、深入调查研究等5方面
为着力点，持续深化开展“党建引领海垦集团高质
量发展”党建品牌创建活动。

截至目前，垦区各级党组织已基本创建形成
党建品牌51个，初步构建起了上下贯通、执行有
力、作用明显的党建品牌矩阵，正不断推动着垦区
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程度进一步加
深，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和战斗力进一步被激活，基
层党建工作质量进一步提升，党建品牌整体创建
成效凸显。

七仙岭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心
获评省科普教育基地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郑珑红）近日，保亭
七仙岭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心（以下简称果博中心）
获评2021-2025年度第三批海南省科普教育基地。

据了解，果博中心由海南农垦与保亭共同打
造，作为垦地融合示范样板项目。项目总规划面
积约3万亩，分三期开发，总投资34亿元。目前，
已基本完成项目一期核心区建设，并于2023年
10月1日开园营业，打造为集科普、科研、生产、
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和旅游胜地。

果博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中心将以此次获
评为契机，全面提升园区管理水平，加强种质资源保
护科普研学推广力度，发挥科普教育基地示范作用，
增加种质资源保护科普项目的参与度和体验感。

海垦红明新增243亩
“妃子笑”荔枝产业基地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宝华）近日，海
口市大坡镇，海南农垦红明农场公司（以下简称海
垦红明）新增243亩“妃子笑”荔枝产业基地，新种
7776株荔枝。

据了解，2023年12月，海垦红明盘活一闲置
撂荒地块，新开辟荔枝标准化种植基地。当月中
下旬，该公司启动“妃子笑”荔枝种植项目，制定计
划表和种植要求，组织人员完成了园地清理、翻
耕、定标、挖穴、备肥、备苗等前期准备工作。截至
1月1日，全面完成了该基地“妃子笑”品种荔枝
种植计划，株数达到7776株。

据介绍，海垦红明近3年来先后开辟4个标
准化荔枝产业基地，种植面积共计1965亩。为提
高基地土地利用率，该公司还以这些基地为平台，
利用荔枝的行间地套种凤梨，实现效益最大化。

海南橡胶与白沙谋划推进
垦地融合工作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李小妹）日前，海
南橡胶与白沙黎族自治县政府在牙叉镇举行垦地
融合工作座谈会。双方就标准化胶园、良种良法、
垦区危房改造、职工住房等内容进行交流，并就公
益项目、重点项目、经营性项目的合作建立产业发
展联合工作机制。

会上，双方立足区域特色优势和资源禀赋，围
绕垦地融合发展思路、天然橡胶产业发展、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等方面深入交流探讨。双方一致认为，
海南橡胶与白沙在人才优势、技术优势、项目建设、
产业发展等方面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和共建前景，
双方应根据各自优势，着眼可持续发展，强化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推动垦地融合再上新台阶。

白沙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把帮助解决支
付基地分公司与政府部门相关的发展问题作为垦地
融合的有力抓手，推动垦地融合工作提质增效。期
待海南橡胶以产业优势进一步带动农村发展。

本报营根1月4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陈欢欢 关照羊）橙香浓郁，丰
收在望；咖啡挂果，采摘在即……1月4
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垦
地融合产业发展呈现新气象。

2023年7月以来，琼中以党建引
领，积极探索区域统筹和垦地融合发
展的新路径，在黎母山镇以“企业+村
集体+农户”模式打造“琼中红色黎母
咖香橙韵乡村振兴项目”（以下简称咖
香橙韵项目），将当地生态、地理、红色
文化等资源，以点带面串联，推动当地

实现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黎母山镇资源丰富，不

仅具有红色历史文化的积淀，还坐拥
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然而多年来，
由于缺乏统筹规划和利用，这些资源
零星散落，未能连点成片。

因势利导，琼中打造咖香橙韵
项目，旨在以党建为引领，在黎母山
镇按照“一心、一带、多点”的建设理
念，以点带面串联起全镇12个村和
海南农垦的丰富资源，推动经济发
展。

在黎母山镇大丰居，海南农垦
母山咖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母山
咖啡公司），流水线上的工人正在忙
碌作业。

“咖香橙韵”的子项目“黎母山镇
咖啡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项目”便是
以母山咖啡公司为核心，建设咖啡标
准化示范基地，提升咖啡附加值，将
母山咖啡打造成区域带动型品牌，探
索开发农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

近年来，母山咖啡公司与黎母山
镇7个村集体和2个农场居签订协

议，以“公司+基地+村集体”经营模
式，通过提供优质高产的咖啡苗“大
丰1号”及种植管理技术服务，帮助农
户种植出优质的咖啡，生产绿色产
品，咖农采摘的咖啡鲜果由公司统一
收购、统一销售。

截至目前，母山咖啡公司种植咖
啡面积4000余亩。截至目前，该公
司为附近140余名职工提供就业岗
位，解决当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促进
农民增收。

此外，黎母山镇还充分利用农

垦地区的闲置土地着力发展牛油果
产业，第一批果苗于2021年11月种
下。

如今，经过科学栽培管理，牛油
果产业初见规模，预计2024年初挂
果，2026年达到丰产期，丰产状态可
持续25年。

该项目还将依托现有产业基础，
精心谋划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就业
创业等一系列项目，积极探索乡村振
兴、垦地融合、联农带农发展新模式，
形成“1+1>2”效应。

琼中整合资源，探索垦地产业共建

“咖香橙韵”串起乡村新图景

项目的建
设投产，只是
垦地间产业
融合的第一
步。

“我们将
在人才培养、
产业升级上持
续发力。”王强

表示，垦地双方将持续加快装配式建筑产
业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创新，推动智能技
术在装配式建筑实施全过程的应用，即融
入装配式建筑设计、生产、施工、装修等环
节，提升装配式建筑产业核心力和竞争力，
积极开拓装配式建筑产业市场。

海垦建工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
垦地间的项目共建，形成可复制的经验，以
此大力推进装配式建筑产业链建设、制度

建设、质量建设和队伍建设，实现标准化设
计、智能化生产和信息化管理，推动装配式
建筑由以结构构件装配化为主的1.0时代
向全建筑装配化2.0时代迈进。

未来，垦地双方将以项目为起点，在装
配式建筑等产业投资及运营、基础设施投
资建设、城市更新、旧城改造等方面展开深
入合作。

（本报三亚1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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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1月 4日，三亚市
天涯区，三亚智城装配
式构件生产基地（以下
简称智城基地）内，一
块块预制混凝土楼板，
经过组装模具、安装预
埋件、绑扎钢筋、布料
浇筑、抹面拉毛等一系
列工序后，逐步成型。
经过养护后，这些预制
楼板便可脱模，在基地
打包装车，运送至各个
建筑工地。

在生产基地里，
“盖房子”这件事情变
得智能又高效。楼板、
楼梯等各类建筑“零
件”在流水线上高效生
产，实现了设计标准
化、生产工厂化、施工
装配化。

该基地由三亚城
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三亚城
投）和海南省农垦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垦建工）合作建
设，以产业融合推动垦
地融合发展，助推装配
式建筑行业发展提质
增效。

垦地联动 | 填补市场空白

岁末年初，正是各个工地争分夺秒，冲
刺进度之时，也是智城基地满负荷生产、连
轴作业时刻。

基地的PC构件生产厂房内，搅拌过
的水泥、砂石等原料，浇筑在模具中，经过
振捣、静养、拉毛、养护和拆模等施工环
节，成为标准化的楼板、墙板和楼梯等装
配式构件。

“人们常说，建造装配式建筑像‘搭积
木’，而我们就是把水泥、砂石变成‘积木’
的人。”车间技术负责人王国源介绍，随着
装配式建筑普及率日益提高，对于构件的
需求量迅速增长。

“基地最近每天连轴生产、供不应求。”

王国源说，构件主要销往三亚、保亭、陵水、
乐东等南部市县的建筑工地。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催
热了相关构件生产市场。此前，各类装配
式建筑生产基地多集中于海口、临高等北
部和西部市县，三亚等南部市县相对较少。

“充分调研市场需求，我们决定共同打
造专业化装配式构件生产基地。”海垦建工
工程技术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方面，南
部市县装配式建筑项目众多，对各类构件
的需求量较大；另一方面，装配式构件单件
重量大、结构尺寸复杂，对运输条件有较高
的要求，长途运输的经济成本较高，最好能
实现就近生产和采购。

2021年，三亚城投和农垦建工携手面
向南部市场，打造标准化、专业化、品牌化
的装配式构件生产基地，主要生产装配式
建筑PC构件和ALC构件，主要产品包括
预制叠合板、预制空调板、预制楼梯、预制
阳台及轻质混凝土板材等。

项目动工前，双方共同注资成立三亚
智城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亚
智城公司）负责项目运营、日常生产和市场
推广等工作。

2023年上半年，项目全线投产，有效填
补海南南部区域产业短板，保障区域装配
式建筑预制构件高效供应，进一步推动绿
色建筑规模化发展。

智造建筑 | 搭建绿色建筑

工厂预制，再到现场进行拼装组建，像
搭积木一样建房的背后，是数字化、信息
化、智能化技术支撑下，建筑行业的智能迭
代和转型升级。

在生产车间的中控室里，技术人员不
时检查信息化管理屏幕上各项数值。这是
一座“智能工厂”，大部分工序都能在数字
化设备的支撑下自动完成，智造信息中心
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各项生产数据和各
个工位生产情况。

“车间配备先进的智能化加工设备，PC
构件专业流水生产线，设计产能一年可达8
万立方米。”王国源说，在信息化技术的加

持下，车间早已完成了从“建造”到
“智造”的转变。

一方面，楼板、楼梯、阳台甚至墙面等，
都可以不用在工地现场靠工人一砖一瓦进
行搭建，而是在工厂生产完成品后，再运到
工地组装。

另一方面，信息化系统应用在生产全
程中，极大保障了构件的标准化生产。具
体而言，基地下达生产任务，并生成构件二
维码。随后在构件生产过程中，生产、质量
检查、验收入库等环节的信息，全部通过移
动端录入构件二维码，再通过信息化管理
平台的信息处理和集成，实现生产工艺全
流程的监控管理。

“绿色也是我们生产基地的显著底
色。”三亚智城公司副总经理王强表示，相
较于传统建造方式，装配式混凝土建筑还

具备成品质量优、施工进度快、环境污染低
等优点。

据了解，在施工中，装配式预制混凝
土建设项目较传统建造方式，能极大减少
建筑垃圾排放，并节约木材、水泥、砂浆等
建材。

此外，该项目在设计上以绿色低碳理
念为先导，充分利用厂房屋面建设3620千
瓦时分布式光伏电站，采用“自发自用，余
电上网”模式建设。项目平均每年可产出
纯绿色电能约454万千瓦时，在满足生产
用电的基础上，降低了生产用电成本，较相
同发电量的火电项目每年可节约标煤1455
吨，碳减排约4476吨，真正实现了节能减
排，践行了绿色发展的理念。

转型升级 | 助推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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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智城装配式构件生产基地内，工作人员在监控生产情况。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三三亚亚智智城城装装配配式式构构件件生生产产基基地地内内，，工工作作人人员员在在生生产产线线上上作作业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