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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王智：为民办实事事
项是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持续
提升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村道安全
生命防护工程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理念。装一片防护栏，铺一条民
心路，我省通过不断完善村道公路安
全设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有力提升农村公路交通安全保障水
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营造更加
优良的道路通行环境。

代表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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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省政协加强委员学习培训，优化委员履职考核，推进书香政协建设

发挥委员主体作用 促进履职提质增效
人大政协这一年

■ 本报记者 曹马志

1月16日上午，东方市三家镇居侯
村，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赵廷深开车
进村，道路的变化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从2019年驻村开始，赵廷深不知
道走过居侯村这条村道多少遍。路旁
的田洋有上千亩，农时种着辣椒、花生、
地瓜、水稻等农作物，一直是村民重要
收入来源。为了种好田，村民每天早上
5时，就开始往地里赶，准备忙农活。

“以前，这条村路可真是闹心路。”
来到一处护栏旁，赵廷深指着路旁，只
见一道狭长的水利灌溉沟渠紧挨着田
洋，沟底离路面足有一两米。“多亏有护
栏，为村道系上了‘安全带’。”

50多岁的居侯村村民刘寸国至今
还记得，有一天天黑的时候，骑摩托车
走这条村道时，在拐弯处车子打滑，连
人带车摔进村道旁的沟里，幸好有村民
路过相助，他才转危为安。“我们村里都
盼望着早些能安装护栏。”他说。

“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被列入
省委、省政府2023年为民办实事事项，
带来了改变的契机。东方市在深入调
研的基础上，针对部分高填路段、临河

沟路段及急弯陡坡路段未设置安全护
栏的情况，重点推进居侯村等地村道安
防工程，总长度约为10.314公里，为村
道系上“安全带”。

由于地处山区，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
乡沿线盘山路多而且窄。“我们浪论村进村
路是一个大斜坡，去年加装了护栏，就发挥
了大作用。”村民刘桂芳说，不久前，有村
民骑车路过意外摔倒，从山坡滑下来，幸
好有护栏在，人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截至 2023 年 10月，海南省 2023
年为民办实事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项目已全面完工，累计完成里程268.1
公里。 （本报八所1月16日电）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1月15日上午，在陵水黎族自治县
新村镇海燕村的一处深水水产养殖基
地内，养殖户杨书明正忙着投放饵料。

算下来，杨书明从事水产养殖已有
许多年头。2010年，杨书明看中海鲡养
殖的发展前景，把大部分积蓄投入在新
村港泻湖养殖海鲡。近年来，陵水把

“向海而兴”作为农业重要发展方向。
在政策的引导下，杨书明决定到深水海
域去发展养殖。

深水养殖需要一笔不小的投入，
资金上的缺口一度让杨书明愁眉不
展。陵水农信社的客户经理得知杨书
明的贷款需求后，立即上门对接。“客
户经理非常贴心，耐心给我讲解了办
理贷款需要准备的材料，手把手教我
操作。”杨书明说，2018年他成功申请
到了20万元的贴息贷款，有了这笔资
金，杨书明那年养殖的成品鱼产量突
破到20万斤。

有了贴息贷款的帮助，杨书明能够
放开手脚大胆干，养殖事业做得风生水
起。“2023年，我又从陵水农信社申请到
了45万元的贴息贷款。还可以申请政

府利息补贴5500元。”杨书明告诉记
者，得益于农民小额贷款贴息政策的支
持，他的养殖基地已升级为合作社，“养
殖面积拓展到170多亩，今年产量预计
有40万斤—60万斤。”

除了养殖规模的扩大，杨书明还有
了新身份——陵水疍家渔文化渔民专
业合作社的副会长。“接下来，我要带领
更多养殖户，积极转产转业，走上休闲
渔业发展新路子，在家门口成功吃上

‘旅游饭’。”对于新的一年，杨书明满是
憧憬。

（本报椰林1月16日电）

为村道系上“安全带” “贷”动养殖户放开手脚干

两会前奏

省人大代表董书剑：

在“有风的地方”种好地瓜

省政协委员阮云泽：

在“有梦的小院”振兴乡村

代表委员的手机相册

实事
点击 农民小额贷款贴息

省政协委员黄召华：长期以来，
“融资难”是制约“三农”发展的瓶颈之
一。海南省委、省政府连续11年将农
民小额贷款贴息工作列入为民办实事
事项，鼓励和调动金融机构持续为农
户、涉农企业送去金融“活水”。得益
于农民小额贷款贴息政策，农户们的
资金充裕了，产业发展更好了，腰包也
更鼓了。小小的贴息贷款，成为我省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
振兴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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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操

政协作用发挥在委员、活力展现看
委员、事业发展靠委员。

政协委员是人民政协履职主体，充
分发挥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是做好政
协工作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过去
一年，省政协紧紧围绕充分发挥委员主
体作用，通过加强委员队伍建设、开展
委员学习培训、优化委员履职考核、推
进书香政协建设等一系列工作，推动委
员履职活起来、实起来，激发委员履职
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促进政协履职
提质增效。

抓牢学习教育
强化委员责任担当

学习是履职之基、成事之要。
2023年，省政协加强学习培训，举

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培训班，推动省政协委员先学
一步、深学一层；围绕“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等主题举办7场次常委会专题学
习讲座，举办新闻宣传业务能力培训班，
提升委员理论素养和能力本领。

省政协制定《关于推进“书香政协·
悦享自贸港”工作方案》，开展“悦读自贸
港”“悦看自贸港”“悦讲自贸港”系列活
动，助推宣传海南自贸港建设相关知识

和阶段性成果。
“我将结合本职工作，努力为自贸

港建设贡献力量。”“我们要把爱党之
心、为民之情和履职之能结合起来，扛
起委员的使命担当。”“我们要充分发挥
政协优势，不断凝聚海南绿色发展的强
大力量”……

去年，围绕“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
神”“自贸港建设”等专题，省政协开展9
期委员线上读书活动，共计交流发言
2600余人次。活动中，来自不同界别、
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省政协委员紧密
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
得体会、履职打算，有效凝聚思想共识与
行动自觉。

提升服务管理
增强委员履职能力

以加强政协委员履职能力建设为着
力点，省政协不断创新和完善政协委员
管理服务方式，为委员发挥主体作用提
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履职积极性和水
平明显提升。

探索完善对委员的考核评价机制，
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强化委员责任担
当。过去一年，省政协优化委员履职考
核，出台实施《政协海南省委员会关于优
化政协委员履职考核工作的实施方案
（试行）》，为委员履职提供高效服务。

去年，省政协联合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海南日报社开设“共建自贸港 委员
在行动”报道专栏，推出16期专题报道，
有效引导委员在助推自贸港建设上亮
身份、优服务、作表率，扩大委员社会影
响力。

组织委员深入省内外企业、园区现
场调研企业科技创新现状，梳理我省企
业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组织委员围绕

“建设国家水产南繁硅谷，发展水产种
业，助推海南渔业高质量发展”到省内多
个市县实地开展调研……过去一年，省
政协组织委员开展一系列调研视察活
动，使委员们进一步知情明政，提高履职
能力。

“水治理工作，社会资本参与度有待
提升”“吸引广大游客走进热带雨林，实
现生态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标国际高
标准经贸规则，就是要从优惠政策为主
要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向促进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型开放”……去
年，省政协召开的多场专题议政性常委
会，都会邀请多位政协委员与相关部门
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协商、共商良策，充分
激发委员履职积极性。

发挥主体作用
委员充分履职尽责

过去一年，在省政协的指导下，广
大省政协委员用心用情履职，倾情联系
界别群众，为自贸港建设提振信心、凝
聚人心。

“黎锦是黎族人民的精神财富和智
慧结晶。”省政协委员龙丁敏深入海南少
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围绕“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主题开展多次调研，积极建言支
持黎锦产业发展。她提出的“在政府的
引导，企业的参与，市场运作的协同下推
动黎锦产业的发展”等建议得到了有关
部门的重视。

“我关心海南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
题。”作为省投资商会会长，去年以来，省
政协委员王佳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帮助
中小微企业良性发展。她在深入调研后
提出建议，进一步完善金融创新服务平
台，创新适应中小微企业发展需求的融
资服务，推出支持中小微企业市场化融
资工具。

加快我省水产种业创新发展，可为
深远海养殖提供良种良苗，助力现代渔
业高质量发展。省政协委员、海南热带
海洋学院水产与生命学院副院长黄海联
合省政协委员、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
董事长蔡春有积极开展调研。他们共同
建议，充分发挥海南水产南繁种业“产学
研”集聚优势和自贸港政策优势，攻关水
产南繁种业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难
题，全面赋能我省水产种业科技创新能
力提升。

政协委员深入基层、深入实践，察民
情、汇民愿、建真言、献良策，为民生福祉
代言，在自贸港事业发展的壮丽画卷中，
留下了拼搏身影，镌刻了政协印记，展现
了委员风采。

（本报海口1月16日讯）

■ 本报记者 刘晓惠

1月14日上午，省人大代表、
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人大主席
董书剑又来到了光坡镇风坛村。
自从去年9月，第一点抹绿挂上
了村里的地瓜地，她的身影便常
出现在这里。

看着眼前一簇簇、一丛丛的
枝芽顶破沙土，连成布满田野的

“绿毯”。一阵风刮过，绿浪起伏，
生机勃勃，董书剑感慨：“风坛村
大变样，越变越好！”

董书剑掏出手机，向海南日
报记者展示一张照片，“喏，4个
月前，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这
样的。”

照片里，省农科院专家、光
坡镇党委书记、光坡镇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长、种植农户等7个人
围在一起，他们的目光齐刷刷地
往下看，眼前是布满杂草、枯杆
的田地，身后是一大片刚收割完
的稻田。

专家蹲下身子，查看土地情
况。地上的枯杆被拨开了一小部
分，露出深褐色的土壤，“专家在
测试土地肥力。”董书剑介绍。

风坛村，因常年风强风频，故
得此名。不过村里的自然条件挺
好，由于风大，到了冬天，高度超过
40厘米的作物都无法种植，因此村
里一部分土地存在撂荒的情况。

大风吹得走风沙，吹不走大
家振兴乡村的信念。作为光坡镇

人大主席，董书剑也是乡村振兴
队伍中的一员。为了有效解决土
地撂荒问题，她和同事从2020年
开始为光坡镇引进地瓜种植产
业，“风坛村冬日光照时间长，水
质好、沙质好，很适合种植地瓜。”

于是，在董书剑和乡村振兴
工作队的帮助下，风坛村村民夏
秋季种水稻、冬春季种地瓜。试
种了几年，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地瓜种植也逐渐规模化、产业
化。大伙还注册了“风坛地瓜”
商标，从“谈风色变”到“借风使
力”，风坛村培育出小有名气的
地瓜品牌。

在拍摄这张照片的前几个
月，风坛村又引进了新的地瓜品
种。为了让种植工作更稳妥，董
书剑和光坡镇党委书记吴挺义专
门从省农科院邀请了专家来到村
里调研。就是在这次调研中，身
边的同事随手拍下这张照片，董
书剑一直收藏着。她说：“这些地
瓜从萌芽到长成太不容易了，乡
村振兴要靠基层党组织，也需要
这样的外力支持。”

不久后，土地测试结果出炉，
适合种植新品种的地瓜。董书剑
说，新品种的地瓜品质更好，乡亲
们得知情况后，都甩开了膀子大
胆种。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种植，
如今地瓜长势喜人，大伙儿看着
这些嫩红的茎秆、绿色的藤蔓，心
里都像喝了蜜似的甜。

（本报椰林1月16日电）

■ 本报记者 张琬茜

身后是广阔的稻田，脚下是
肥沃的土地，4个年轻人身上挂
满泥点，裤腿被水浸湿……

近日，在琼海市万泉镇官台
村，省政协委员、海南大学教授
阮云泽向海南日报记者展示手
机中的一张照片。画面中的景
象让人疑惑：“他们是谁？这是
在做什么？”

“是大学生在体验农耕生活
吗？”“猜对一半！这不是简单的体
验，而是我们团队研究生一年级学
生的必修课。这些研一学生都是

‘00后’，他们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带着问
题到相应科技小院基地，扎根乡土
进行农业科技研究。”阮云泽解释。

作为一名农业教育科技工作
者，把耕地教育与科技小院结合
一直是阮云泽长期以来主要推进
的工作。

一年来，科技小院在我省从
15家增加至53家，均围绕海南重
点农业产业进行布局；覆盖面也从
种植业扩大到养殖业等更多门类。

人才来了，平台搭了，技术有
了，如何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
里”？

在阮云泽看来，科技小院给
出了最优解——一方面，通过驻
扎科技小院的研究生进行技术推
广、科普培训、企业服务等方式，
提升农民科学素质，为当地打造

“带不走”的乡村振兴人才；另一
方面，通过与企业合作共建科技
小院，让研究生把现有技术与企
业的生产现状结合，创新更适用
于企业生产需求的技术，使技术
更容易被接受，从而打通科技成
果推广的“最后一公里”。

近日，一则喜讯传来：东方市
一家科技型企业参与的2023年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正式获
批立项，该公司将与海南大学科研
团队合作共建“东方市有机废弃物
循环利用科技小院”，推动有机废
弃物循环利用产业升级与发展。

如今，科技小院还在持续吸
引高校学子进驻。阮云泽也憧憬
着，借助科技小院这一模式，不断
推动海南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
产业发展的有效结合，助力乡村
振兴与产业升级。

在“00后”学生的一番劳作
后，田地被一株株青葱的稻苗填
满。“咔嚓！”阮云泽继续用手机记
录着科技小院的点滴变化。

（本报嘉积1月1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