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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新华社北京 1月 17 日电 1 月 1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费利克斯·齐塞克
迪致贺电，祝贺他当选连任刚果民主共
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刚果（金）是中国的
传统友好国家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近年来，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务实合作
成果丰硕，传统友好不断深化。我愿

同齐塞克迪总统一道，深化彼此政治
互信，丰富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内涵，推动中刚合作实现新的更大
发展。

习近平致电祝贺齐塞克迪
当选连任刚果（金）总统

海南省政
协原副主席、
民进海南省委
会原主委吴葵
光同志因病医
治 无 效 ，于
2024 年 1 月
17日15时48
分 在 海 口 逝
世，享年85岁。

吴葵光，
男，1938 年 4
月出生，汉族，
广东惠来人，
大学学历，教

授，1959年9月参加工作，1984年12月加入中国民
主促进会，198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9
月至1959年9月在华南师范学院数学系数学专业
学习；1959年9月至1962年9月任海南工业专科学
校数学教研组副组长；1962年9月至1984年1月任
海南师范专科学校数学教研组组长、数学系主任、副
教授；1984年1月至1988年8月任海南大学副校
长、教授，民进海南区委会主委（1985.07）；1988年8
月至2003年1月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
海南省委会主委（1989.08）； 下转A02版▶

本报万城1月17日电（记者袁宇）
1月17日，省委副书记沈丹阳全程参加
指导万宁市委常委班子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专题民主生活会。

会议通报万宁市委常委班子2022
年度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万宁市委领导班子作对照检查，班子成
员依次作对照检查，认真严肃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省委第五巡回督导组作
点评。

沈丹阳指出，这次民主生活会达到
了红脸出汗、增进团结、改进工作、担当
使命的目的，对增进班子凝聚力、战斗
力、向心力很有帮助。第二批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万宁把“严实效”贯穿始终，基
本实现了预期目标。

下转A02版▶

沈丹阳参加万宁市委常委班子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

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推动万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吴葵光同志逝世

经济新活力 发展新看点

本报海口1月17日讯（记者李梦
瑶）去年，我省推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特许药械政策再升级，累
计376种特许药械产品实现“中国首
用”，惠及患者4万人次，“乐城真研+
海口生产”路径正式打通。这是海南
日报记者从1月17日召开的全省药品
监管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2023 年，我省持续强化政策引
导，加大自贸港进口药品通关便利化
措施实施力度，药品进口通关量和货
值双增长。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同
时，药械审评审批效能也持续提升。
通过对重点品种实行“早期介入、主
动服务、全程指导、研审联动”，我省

把审评服务关口前移、下沉至项目、
企业和园区一线，推动药品政务服务
升级。

来自省药监局的数据显示，去年
我省新增药品批准文号180个，同比
增长59%；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
致 性 评 价 149 个 品 规 ，同 比 增 长
200%；获国家批准三类医疗器械产
品 6个，同比增长 50%；我省批准二
类医疗器械产品 82 个，同比增长
52%。实现药品政务服务事项100%

“零跑动”。
此外，省药监局联合国家药监局

器审中心、乐城管理局发布医疗器械
真研前置沟通办法，推动医疗器械真

研试点进入常态化；累计30多个国际
创新药械品种纳入临床真实世界数据
应用试点，2023年有4个国际创新药
械产品通过海南试点通道加速获批上
市，累计获批13个。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强化政策引
导，制定出台优化服务支持生物医药
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措施等政策文
件，并强化‘研审联动’，积极助推药品
医疗器械创新、重点产品研发与上市，
推动化妆品新原料备案实现零的突
破。”省药监局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还
将持续深化制度集成创新，不断释放
特许药械政策红利，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用药用械需求。

我省实现376种特许药械“中国首用”
惠及患者4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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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7日讯（记者宋灵
云 通讯员邓小妍）自2023年 3月15
日海南恢复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
签政策以来，全省入境旅游免签人数
呈现逐月回升态势，截至今年1月15
日，10个月时间内共接待免签入境外
国游客9.2万余人次。

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我省积极为外国游客入境海
南提供便利服务，推动旅游市场加快
复苏回暖。尤其是从2023年4月起，
免签入境人数稳步上升，从 4 月的

2000 余人次，至 9月已上升至 8000
余人次；10月起免签入境人数增长进
入快车道，当月首次破万，达1.4万人
次，12月达到近2万人次。随着近期
我省直达免签国家的国际航线不断增
多，预计免签入境外国游客数量将大
幅增加。

据悉，自 2018 年 5 月 1 日 59 国
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实施至今，全
省共接待免签入境外国游客87万余
人次，为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提升海南的国际知名度发挥了促

进作用。为服务保障政策更好实施，
省公安厅加强政策宣传，已印制中英
文《海南免签入境人员须知》20 万
份，并在免签游客入境口岸、旅游景
区、宾馆酒店等场所发放，同时通过
网络平台开展宣传，提高免签政策知
晓度。

目前，海南59国免签国家涵盖欧
洲、亚洲、美洲、大洋洲等大洲，包括俄
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
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国。

海南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人数逐月回升
政策恢复以来共接待免签入境外国游客9.2万余人次

本报海口1月17日讯（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邹文营）1 月
17 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就业工作团队在海南考察毕
业生见习实习事宜。截至目
前，我省已与包括该学院在内
的 121 家省外高校签约共建
引才工作站，为持续实施百万
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拓展合
作平台。

去年3月10日，省人力资
源开发局与浙江大学签约共建
了首个海南省引才工作站。截
至目前，海南省引才工作站已在
全国22个省（区、市）相关高校
落地，其中既有“985工程”“211
工程”和“双一流”建设重点高
校，也有一批省级高校和职业技
术学校，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
了多元化、多样化、梯度化的人
才支撑。

海南省引才工作站的“一站
式”服务，也为省外高校学子开
辟来琼就业创业“绿色通道”。

在2023年海南“百场万岗”校招
活动中，我省就业部门向相关省
份派出多支“先遣队”。各地引
才工作站在场地安排、岗位推介
等方面为海南校招活动提供了
大力支持。

据悉，自2018年5月13日
我省发布《百万人才进海南行
动计划（2018—2025 年）》以
来，全省已引进各类人才超过
60万人。为让省外高校更好
地了解海南，我省还两次邀请
高校就业工作负责人集中来琼
参观考察。相关负责人在海南
实地考察后，纷纷表示加强产
学研合作。其中，西南财经大
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
与三亚中央商务区“牵手”成
功，促进多领域合作和校地共
赢。西北工业大学学生职业发
展指导服务中心与海南国际商
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
部签约，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和
毕业生就业对接工作。

我省与121家省外高校
共建引才工作站

本报文城1月 17日电（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黄国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1月17日22时
27分，搭载天舟七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
号遥八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
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七号货
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

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
取得圆满成功。后续，天舟七号货运飞
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
会对接。

据悉，天舟七号货运飞船装载了航
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
（试）验装置等物资，并为神舟十七号航

天员乘组送去龙年春节的“年货”。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

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4次发射
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1次发
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507次飞行。

（相关报道见A09版）

再送“天舟”赴“天宫”

天舟七号货运飞船在文昌发射成功

1月17日晚，搭载天舟七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八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随后将飞船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尹建军

逛“土地超市”，找土地落项目，需要
几步？

海南宏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熊海水知道：“登录‘土地超市’，按照土
地所在市县、土地性质等进行选择，符合
条件的地块筛出来后，再对比区位、规划
指标、基准地价等信息，有需求可放入购
物车下单，会有相关人员对接参与公开
竞买。”

从“土地超市”上“云选地”“云看
地”，到拿地签约、签署施工合同，不到2
个月，熊海水的这次购地体验，非常顺
畅。而“土地超市”这种足不出户的“全
景式”瞰地、便捷买地的高效服务模式，
也让许多投资者点赞。

2023年，海南“土地超市”全口径收
入474.9亿元，功能拓展到矿产、海域、

碳汇等，服务也拓展到探索建立“项目策
划+土地超市+极简审批”的供地全流程
制度。

超市里的“好货”越来越多，服务越来
越高效，“土地超市”自然也越做越红火。

摸清“家底”
推动集约高效利用

因土地供给存在信息差，一方面是
投资者拿着项目四处找地，另一方面是
闲置地、低效地“晒太阳”，需求与资源对
接不上的尴尬，时常存在。

“土地超市”平台上线后，我省系统
梳理土地资源“家底”，分类归集为政府
储备土地、批而未供土地、闲置土地、农
村集体和农垦经营性建设用地、补充耕
地指标5大类，纳入“土地超市”统一归
集、统一发布、统一交易，实现土地信息

的公开透明与土地利用的集约高效。
省资规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摸清

土地“家底”，归类各类土地信息统一推
上“土地超市”。2022年初，该厅组织市
县完成批而未供土地的核查、建账、上图
和入库等工作，截至去年底，已累计将
947宗、4.99万亩国有建设用地纳入“土
地超市”。

通过这个平台，投资者对全省各地
土地供应一目了然，依据项目需求输入
用地类型、位置等信息进行智能查询，就
能省心省力寻找合适地块。

“我们通过‘土地超市’先后买到了
合适地块，现在项目已经落地施工。”陵
水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冉黎
明说，去年公司拿下了文罗加工物流产
业园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目前正在建设
一个大型农产品交易中心。

下转A04版▶

海南“土地超市”平台功能和服务内容逐步拓展丰富

“土地超市”的经营之道

近日，在儋州市白马井中心渔港晒鱼场，渔民们正趁着好天气晾晒鱼干。一网网鱼干铺满晒鱼场，满
是丰收的味道。据介绍，白马井中心渔港晾晒出品的鱼干热销全国各地，随着春节将至，这些鱼干也将丰
富春节年货市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晒收获

社区养老，
托起幸福“夕阳红”

共享资源，
在家门口“上好学”

代表委员的手机相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