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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宋玉瑶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从青翠苗圃到繁茂胶林，从生产

基地到试验车间，胶工管护不断、设备
运转不停、项目推进不歇，一幅幅奋发
有为的天然橡胶产业建设画卷在海南
热土次第展开。

作为国内天然橡胶事业建设的中
流砥柱，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胶）始终站
在产业发展最前线。

2023 年以来，海南橡胶聚焦主
业，遵循“融合、巩固、提升、拓展”工作
总方针，以“融合提升年”为主线，持续
改革创新，完善公司治理体系，着力增
强战略保障能力，加快打造具有全球
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天然
橡胶全产业链科技集团。

保持定力，筑牢产业基础

翻耕土壤、施肥压青、挖穴修行
……1月9日，白沙黎族自治县荣邦乡
一处胶园中，海南橡胶邦溪分公司组
织人员开展橡胶冬春管理工作。

“春节前正是冬春管理的关键
时期，必须管好胶树，才能安心过
年。”连日来，林志英在自己承包的4
个树位间穿梭不停，清杂草，挖肥
沟、广施肥，忙得不亦乐乎。

胶工的这份积极主动，为产业
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连续
多年，邦溪分公司实现自产胶平均
亩产超80公斤，胶工人均产胶超8
吨，人均年割胶收入超5万元。

“向管理要效益，为胶工谋利益，
保持聚焦主业的战略定力，方能让产
业行稳致远。”海南橡胶相关负责人
表示，面对胶价持续低迷的困顿，邦
溪分公司探索出强队伍、定标准、提
产量、增效益的经验和做法，实现了
稳产增效和胶工增收的有机平衡。

发轫于广袤胶林的探索与奋斗
成为产业发展的金科玉律，这套经验
背后是海南橡胶夯实主业，抓好“管
养割”、筑牢“根与魂”的鲜明例证。

一时间，依托现场调研、驻点学
习、集中探讨等模式，“邦溪经验”在
海南橡胶 25 家基地分公司迅速推
广：新中分公司搭建采胶信息化管
理平台，东兴分公司扩岗整合胶工

岗位，金鸡岭分公司强化林间管理
标准……

与此同时，海南橡胶持续推进标
准化胶园建设，通过下发实施方案和
任务清单，强化奖惩制度，引入竞赛
机制，引导旗下各大基地分公司，以
标准制定倒逼生产提质，推进旗下胶
园实现建设生态化、良种良苗化、技
术革新化、管理信息化和典型示范
化，全面提升天然橡胶资源供应保障
能力。

得益于一系列举措，天然橡胶产
业之树，根深蒂固、枝繁叶茂：2023
年，海南橡胶在25家基地分公司推进
65 万亩标准化胶园建设，已备地
1255亩建设优质种苗基地。

精深发力，产业全链建设

2023年以来，省委、省政府提出
天然橡胶“稳种植、稳产量、稳份额、稳
胶农、深加工、高端化、国际化”总体发
展思路。

紧紧围绕这一思路，海南橡胶在
全产业链精深布局——以标准化胶园
建设夯实“稳”的根基；以提升加工能

力、再造生产流程和成立产业创新联
盟，写好“深”的文章。

“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推进产业化
的持续探索。”海南橡胶相关负责人表
示，海南橡胶聚焦主业，围绕橡胶全产
业链条建设，尤其从加工端发力，建链
补链延链，打造创新高地。

在海南橡胶金隆加工分公司加工
车间里，经过自动化升级改造的标胶
生产线高效运转；在金星浓缩乳胶生
产车间，碟片清洗槽台、离心机吊车、
凸轮泵等新设备的配置和投用持续提
升产能；在金联加工分公司，对标合盛
农业，重塑生产流程，让生产“质”“量”
齐飞……

在市场竞争中成长，海南橡胶向
精深发力，发展韧性与活力不断彰显：

“含金量”更高，依托产品高端化、
定制化生产，新增青岛、浙江、桂林等
地10余家高端橡胶浓乳客户，将国产
浓乳胶打入医疗用品领域；

“含智量”更足，相继开展国家重
点、省重点在内一批科研项目，推广橡
胶智慧收购平台覆盖全省16个市县，
吸纳胶农19万余人；

“含绿量”更浓，披露首份ESG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推进
ESG体系建设，旗下14家基地分公司
完成FSC（森林管理委员会）扩项认
证工作，获得中国首张非木质林产品
FSC-FM/COC证书……

从农业产业化迈向农业现代化，
海南橡胶围绕全产业链建设不断塑造
新优势。

以胶为盟，产业动能聚集成势
——发动产业上下游22家单位产学
研组成天然橡胶产业创新联盟。

开放为要，做大做强全球买卖
——“走出去”谋求机遇，在海南自贸
港推介会上，与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
供应商分别签订20亿和10亿元的天
然橡胶采购协议。

把控资源，产业版图持续扩大
——依托旗下新加坡R1公司、上海
龙橡、合盛农业等一众贸易端口，将产
品销往亚洲、欧洲、北美等地区的数十
个国家。

2024年，海南橡胶将持之以恒，
深化改革，在海南自贸港发展大潮中，
紧抓机遇、搏击风浪，让天然橡胶产业
之树在海南沃土更稳地扎根、生长。

（本报牙叉1月9日电）

聚焦主责主业，夯实产业基础，建设橡胶全产业链条

海南橡胶：链上扎根 欣欣向荣

本报海口1月9日讯（记者周晓
梦 通讯员李冬剑 实习生陈子若）
新年伊始，我省治水领域投资有何
新计划？1月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省水务厅等多部门联合召开的加快
推进增发国债项目建设暨一季度

“开门红”动员部署会上获悉，2023
年全省“六水共治”项目完成投资
突破 200 亿元大关。今年一季度，

水务领域从上到下将以此次增发
国债为契机，加快项目建设和前期
工作，部门联动、多措并举推动完
成投资再上新台阶，确保实现“开
门红”。

会议通报了增发国债海南水务
项目资金下达及提前批水利发展资
金等专项资金下达、各市县项目谋
划及实施等情况。有关市县与会代

表就如何加快推进本地区增发国债
水务项目、下一步推动项目建设和
资金支出等工作进行发言。

省治水办、省水务厅负责人表
示，要坚持目标导向，以重大水利工
程为牵引、以增发国债项目为抓手、
以水利发展资金为突破口，力夺水
务首季“开门红”。要坚持问题导
向，围绕“统”“融”“储”“干”，切实加

强项目全过程管理，推进水务领域
投融资改革，不断谋划项目充实储
备库，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和投资，把
难点当重点，以机制促进水务发
展。要坚持结果导向，形成问效体
系、建成安全工程、建成廉洁工程，
确保每一个水务项目都能充分发挥
投资效益和社会效益，惠及百姓。

以项目为载体推进投融资改革

突破，指导市县利用金融力量参与
治水项目是我省开展“六水共治”工
作的重要一环。此次省治水办、省
水务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
厅四部门联合部署加快推进增发国
债项目建设暨一季度“开门红”工
作，旨在趁势推动我省水务基础设
施补短板工作再上一个台阶，为全
省促投资、稳增长贡献水务力量。

去年全省“六水共治”项目完成投资超200亿元
部门联动确保今年首季“开门红”

本报八所1月9日电（记者张文
君 特约记者方宇杰 通讯员符啟慧）
近日，东方市福耀安居房项目施工现
场，工人们正在各自岗位忙碌着，全
力冲刺项目建设施工节点……当前，
东方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按下“加速
键”，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动能。

东方福耀安居房项目总投资约3
亿元，占地面积约29亩，计划建设400
套安居型住房，配套建设园林绿化、地
下停车位等，主要为东方基层教师、医
务人员以及当地居民提供安居房。该
项目主体结构已封顶，预计今年5月底

竣工验收，今年年底交付使用。“项目主
体结构完工，二次结构施工已完成
90%，已进入装饰装修阶段。”该项目总
工申嘉文说，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施工
方紧盯时间节点，着力解决施工中的各
种难题，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目前，东方在建的500万元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有136个，涉及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旅游地产、产业投
资等领域，其中2024年计划竣工项
目72个。

近日，在八所港对外开放口岸设
施设备升级改造项目及“二线口岸”
查验设施设备建设项目现场，工人们

正加紧进行室外管网铺设、场地硬
化、室内吊顶安装等工作。

该项目于2022年 7月开工，总
投资约1.78亿元。目前其所有的查
验设备已进场，待装饰装修整体完
成后，项目将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为确保项目能够按时完工交付验
收，项目业主和施工单位加大人力
物力投入，根据时间节点倒排工期，
开足马力抓进度、抓质量。

在东方八所港新港区石化码头
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正在工地
上挥汗奋战，冲刺施工节点。该项目
于去年8月开工，计划建设1个2万

吨级石化码头泊位及相关配套设备
设施，设计通过能力为175万吨/年，
建成后可有效解决东方临港产业园
新增物料的海上运输需求，持续为园
区各企业提供优质的装卸服务。项
目已于去年12月底实现控制中心大
楼主体结构封顶，预计今年12月建
成并投入使用。

东方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东方严格落实“周调度”项目推进
机制，同时，发挥“店小二”服务精神，
强化服务跟踪和要素保障，为项目高
质量推进提供有力保障，确保项目尽
早建成投用。

东方重点项目加速建设

开足马力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

今起海南进出岛旅客列车
实施新运行图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唐璐璐）海南日
报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为进一步
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海南进出岛旅客列车于1月
10日零时起实施新列车运行图。

此次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总对数保持不变，
具体调整了部分车次停点及到发时刻，北京
西—三亚Z501次、三亚—北京西Z502次增加
乐东站停点，海口—哈尔滨西Z112次、哈尔滨
西—海口Z111次在广州站停点调整为广州白
云站。

铁路部门提示，近日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出行
前请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第一时间
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国投油品化工码头工程
预计今年上半年投用
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345万吨

本报洋浦1月9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刘畅）1月9日，在国投3万吨级油品化工码头工
程项目工地，近300名工人正在有序进行施工。
项目目前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85%，计划于今年
上半年投入使用。

据介绍，该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提升国投
（洋浦）油气储运有限公司港口服务能力，助力周
边石化企业快速发展以及新的石化产业聚集，助
推儋州洋浦打造千亿级石化产业集群。

国投3万吨级油品化工码头工程是《“十四
五”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重
点推进项目之一，于2022年 12月 30日开工建
设，总投资约3亿元。该工程建设泊位总长度
470米，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345万吨，可同时靠
泊两艘3万吨级船舶或同时靠泊3艘3000吨级
船舶，布置3个装卸区，可装卸物料包括石脑油、
汽柴油、工业白油、燃料油、沥青及液碱、盐酸等
20多个品类。

国投（洋浦）油气储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士
成介绍，项目正在进行码头平面、服务设施、设备
安装等施工，公司将全力推进项目于今年上半年
完工投产，为洋浦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
枢纽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2024春赏木棉红系列
旅游文化活动启动

昌江发出“赏花”邀请
本报海口1月9日讯（记者张期

望 特约记者符文倩）1月9日，2024
海南昌江春赏木棉红系列旅游文化活
动新闻发布会在海口骑楼老街举办，
对当地的木棉文化特色旅游产品、精
品旅游路线进行宣传推介，向游客发
出“赏花”邀请。昌江黎族自治县“春
赏木棉”春季全域旅游系列活动也在
当天启动。

发布会上，昌江旅文局相关负责
人透露，昌江“春赏木棉”春季全域
旅游系列活动从 1 月持续至 3 月。
系列活动围绕打造“海南西部一流
旅游目的地”目标，结合时下流行的
户外、国风非遗、爱情、赶海、自驾
游、摄影等元素打造七大主题活动，
做到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将让
游客全方位、多角度领略昌江木棉满
山红的壮观景象。

七大主题活动分别为昌化江畔赏
花酷玩季、2024“木”名而来——昌江
木棉音乐美食节、2024年稻田音乐
秀、第二届海南昌江“珍爱湿地·守护
雨林”观鸟节暨全国“生物多样性之
美”摄影邀请赛、2024年“润墨桑梓贺
新春”阮江华山水画作品展、第十届

“昌化江畔木棉红”全国摄影大赛、中
国之路·海阔天空自驾海南环岛旅游
公路之昌江首发团。

琼海启用131个农村地区
平交路口“千灯万带”设施
遏制农村地区交通事故发生

本报嘉积1月9日电（记者陈子
仪）1月 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获悉，该大
队已完成琼海市 131 个国道、省道
农村公路平交路口“千灯万带”项
目建设并全面启用。

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启动以来，交
警部门共增设减速带 1007.4 米，施
画交通标线555.9米，设置路口警示
标识牌226杆、让行标志牌131杆、
减速丘标识牌 131 杆、交通警示灯
357套。通过在平交路口主路、支路
上设置交通警告标志、标线、减速带
及夜间照明爆闪灯等措施，警示途
经驾驶人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路况，
有效遏制了农村地区平交路口交通
事故的发生。

冬游海南：

在路上，邂逅远方

1月9日，在万宁市和陵水黎族自治县交界的牛岭隧道处，动车从环岛高铁隧道内驶出，车辆
行驶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上。时下,海南迎来冬季旅游热潮，众多岛内外游客选择自驾或动车出
行，在旅途中尽情感受海南山青海碧的优美风光，邂逅美丽迷人的“诗和远方”。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上海交大医学院海南国际
医学中心项目竣工验收
包括科教、科研、综合三大功能模块

本报讯（记者陈子仪 通讯员邓玉婷）近
日，位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海南国际医学中心（医学科技
创新基地）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预计今年
交付使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海南国际医学中心是
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沪琼合作协议
落地的重大项目，由海南省教育厅、海南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与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共同建设。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8万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含科教、科研、综合三
大功能模块。

据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在生物医学前
沿、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全健康领域的教育教
学、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海南国际医学中心项目的
建成使用，将为乐城先行区医教研协调发展注入
强劲动能，推动乐城先行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
医疗科技创新平台，同时将为健康海南、国际教
育创新岛和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人才支持和智
力支撑。

万宁推进水稻绿色高质高效
产业链项目建设

打造“万宁好米”品牌
本报万城1月9日电（记者李豌）1月9日，海

南日报记者走进万宁市东澳镇明星村，该市新建
的现代化优质大米加工厂引人注目，厂房内全新
的现代化成套流水线设备一应俱全，将在今年4
月正式投入使用。

该工厂以水稻产品加工为主，旨在打造水稻
种植、生产、加工、销售、品牌建设全产业链，促进
水稻产业发展规范化、品牌化。项目占地约15.6
亩，总投资约1000万元，建设内容包括机械化育
秧工厂、碾米流水线及附属配套建筑、厂区公用及
辅助工程等。项目正式投入使用后，预计一批次
可以育苗3000亩，年加工稻谷能力达1万吨以
上，按照出米率 65%计算，可年生产优质大米
6500吨以上。

“我们在稻谷烘干等环节提供社会化服务，除
机器使用产生的电费等基础费用外，不收取农户
或企业加工费。”万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陈贻
立说。

当前，万宁市正在推动种植品种、肥水管理、
病虫防控、技术指导和机械作业“五统一”，进一步
提高粮食产业整体效益。

“在种植端，我们正在创建水稻绿色高产高
效技术集成核心示范区，面积达1.3万亩，并在
示范区内设置2千亩核心区，用于推广连片种
植‘海南好米’金奖系列的水稻品种。”万宁市
政府有关负责人说，在品牌端，该市正在打造

“万宁好米”品牌，以品牌效应，进一步带动农
民种粮积极性，从而促进粮食增产、产业增收、
田园美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