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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7日讯（记者刘
晓惠 通讯员李艺娜）1月17日，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向全球发布海南
环岛旅游公路 LOGO——“南海之
珠”，旨在通过品牌标识提升海南环岛
旅游公路对外形象认知感和辨识度。

据了解，“南海之珠”LOGO 的
设计团队由艺术家赵健领衔，同时

邀请了国内多所高校的知名教授、
专业学生参与其中。设计团队成员
商雪松介绍：“在设计过程中，我们
最终选择以海南元素为主、公路元
素为辅的设计造型，让海浪与公路
组合成一顶皇冠。这顶皇冠也似美
丽的花环，周边翻腾的浪花也如同
托起的一颗珍珠。”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主线全长988
公里，贯穿海口、文昌、琼海等沿海12
个市县，与高铁、高速、国道等有机衔
接，构建起“快进慢游”的交通体系。
沿途经过约9类84段景观区域，初步
形成一条串联全岛众多美景的“珍珠
项链”。

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

该LOGO将作为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品牌形象标识，在传播过程中广泛应
用。同时，该负责人也提醒广大市民
游客，环岛旅游公路并非封闭性道
路，途经多个乡镇村庄，沿线的路口
较多，游客朋友在穿村过镇时，要适
当放慢车速，注意观察周边路况，确
保交通安全。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LOGO发布

新年开门红

海口美兰机场
单日客流量突破9万人次

本报海口1月17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单云鹏 通讯员黄裕光 云蕾）今年春运虽未正
式开始，但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已提前出现客流高
峰，海南日报记者从该机场获悉，1月16日，美兰
机场单日客流量突破9万人次，实现新年开门
红。据统计，1月1日—16日期间，美兰机场日均
客流保持在8万人次以上的高位运行，旅客出行
需求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助推海南自贸港旅游市
场稳步升温。

据了解，今年春运将从1月26日开始，3月
5日结束，共计40天。春运期间美兰机场预计
执飞航班24708架次，运送旅客约362.72万人
次。同时，为满足旅客日益增长的境外游出行
需求，美兰机场还计划在今年春运期间开通阿
布扎比国际客运航线，为旅客境外游目的地提
供更多选择。

为做好2024年春运保障工作，美兰机场于
1月16日组织召开春运动员会，针对今年春运
总体概况、特点、准备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研
讨，并从航空安全、航班调控、应急处置、特殊
天气应对、航延物资保障、旅客服务保障和设备
设施检查等方面进行工作部署，做好春运期间
的保障工作，确保航班起降顺利、旅客出行安
全。

美兰机场提示：随着春运来临，探亲流、学
生流、务工流、旅游流将叠加，海口旅客量将显
著增长。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及时购买机票，
并提前3小时抵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有离岛
免税购物需求的旅客请预留更多时间，如有疑
问可拨打美兰机场24小时服务一号通“0898-
966114”咨询。

本报海口1月17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第十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区长局
长通道”集体采访活动中获悉，海口
将推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午餐午休
工作提质升级，今年实现有午餐午休
需求的农村学校全覆盖。

义务教育阶段孩子中午“接送
难”“用餐难”曾经困扰着很多家
长。2023年，海口首次通过人大代
表票决制的方式，将推进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校内午餐午休服务列为
2023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并将其作
为2023年教育“一号工程”全力推
动。

海口市教育局局长赵金玲介绍，
该市教育部门通过深入调研摸底，科
学指导各校“一校一案”推出午餐午
休服务方案。学校开设食堂或企业
配餐等方式解决午餐问题，通过改造
午休间、加密午休床位等方式增加床
位供给，因地制宜创造午休条件。

同时，海口市、区两级财政部
门协同联动，积极筹措资金，全力
保障学校午餐午休改造工程及设
施设备采购工作。各级人大、政协
也将校内学生午餐午休作为重点
建议和提案，协力加强督办推动。
中小学校还邀请家长代表进校园
参观体验，为优化午休服务管理、
学校食堂监督、配餐企业选择等工
作献计献策。

在多方协同努力下，2023年海

口全市主城区136所义务教育学校
全部提供了校内午餐午休服务，共惠
及8.41万名城区学生，超额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

“2024年，我们将持续推动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午餐午休工作提质升
级。一方面，进一步挖掘学校潜力，
完善午餐午休管理，提升教育服务品
质，更好满足学生和家长需求；另一
方面，力争实现有需求的农村学校全
覆盖，推进城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

化，持续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赵金玲说。

据介绍，海口教育部门今年将通
过开设简易食堂、联合供餐等方式，
解决农村学校供餐难题。同时，建立
长效机制，促进学校午餐午休服务规
范化，通过组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教育部门、学校等多方力量，定期监
督检查集体配餐企业等方式，守护学
生“舌尖健康安全”，让午餐午休服务
实现从“有”到“优”。

推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午餐午休工作提质升级

海口：力争实现有需求农村学校全覆盖

本报那大1月17日电（记者吴
心怡 特约记者刘畅）儋州确定今年
地区生产总值预期目标增长为10%
左右，工业增加值增长18%左右；为
做好全年工作，打造海南高质量发展

“第三极”，儋州将集中力量打好六大
攻坚战。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从1月
17日召开的儋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了解到的。

打好高水平开放政策体系构建
攻坚战。着力通过完善港航设施配
套，破解产业项目建设发展过程中的
难点堵点，不断增强发展的内生动

力。儋州将充分发挥“零关税”“双
15%”等政策叠加优势，对标国际一
流“船籍港”，加大国际船舶登记开放
度，降低船舶运营综合成本，探索推
动境内新建国际运输船舶出口退税、

“零关税”交通工具等政策适用范围
拓展。

打好高质量发展产业体系建设
攻坚战。儋州将始终坚持把发展经
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
推动产业集聚集约发展，补齐项目
落地所需的基础设施和要素保障短
板。儋州做精做优石化新材料产

业，推动百万吨乙烯等10个新投产
项目加快释放产能、满负荷生产。
着力打造国际健康食品港，推动澳
斯卡等6家企业释放产能，推进欧
亿家等10个项目建成投产、华云医
药大健康等2个项目开工建设，力
争产值破百亿元。

打好环湾新城开发建设攻坚
战。围绕“港产城科”深度融合，理
顺开发建设体制机制和投融资模
式，推动大开发、大建设，打造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自贸港产业新
城。推动洋浦港总体规划修编获

批。加快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
程建设；建成3万吨级油品化工、逸
盛莲花山2个码头；开工建设洋浦
港区航道改扩建工程、公共粮油和
LNG专用码头，推动海上风电、公共
危险品集装箱码头尽快开工。加快
未来社区等5个项目建设，推动健
康产业园等8个项目尽快落地；开
工建设14条市政路网工程，建成通
海大道延长线等20条市政道路，形
成环湾十五分钟交通圈。编制环新
英湾基础教育布局规划，推动洋浦
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创建工作通过国家认定，
推进滨海新区九年一贯制学校、滨
海新区完全中学落地。

此外，儋州还将打好大招商招
大商攻坚战，坚持招商引资“一把
手”工程，在全市上下形成招商引资
的浓厚氛围；打好投资扩容增效攻
坚战，破解项目谋划包装难题，更好
发挥政府有效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吸
引撬动作用；打好生态环境保护攻
坚战，以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探
索“两山”转化新路径。

打造海南高质量发展第三极

儋州：今年着力打好六大攻坚战

新闻发布

本报海口1月17日讯（记者马
珂）1月17日，《海南省支持创新药械
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
施》）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召
开。据悉，2024年 1月1日起，已有
503个药品（包括国家医保谈判药品
399个、国家医保竞价药品33个、国

谈转乙类药品71个）纳入我省“双通
道”管理，加快创新药品在我省的落地
应用，大大降低患者医药费用负担。

据悉，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促
进自贸港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工
作要求，今年1月5日省医疗保障局等
八部门联合印发了《海南省支持创新药
械发展的若干措施》。

《若干措施》完善创新药械价格形
成机制。通过建立新批准创新药械进
入市场的首发价格形成机制、优化新增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试行期医疗机构自
主定价和转归机制、鼓励医疗机构和企
业在采购平台自主议价等措施，按照创
新药械价格由市场决定的原则，发挥政
府的引导作用完成创新药械价格形成
机制。

推进真实世界数据医保创新应
用。通过制定支持创新药械的真实世
界数据医保应用指导原则和技术标准、
对通过真实世界数据开展创新药械评
价的优先用于医保战略购买决策、加快

把特许药品在乐城先行使用形成的真
实世界数据作为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
整的参考、构建基于医保数据标准化和
结构化并适用于创新药械医保准入评
价的真实世界数据库等措施，支持对创
新药械医保决策应用。

加快创新药械进入临床应用。通
过支持创新药械直接挂网采购、优先通
过现有价格项目兼容方式支持药械创
新应用、开辟绿色通道加快新增医疗服
务价格项目审核速度、支持数字疗法产

业和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创
新药械不受医疗机构考核限制等措施，
提高创新药械进入临床应用的速度。

根据《若干措施》，我省将主动服
务，对医药企业开展国家医保谈判准入
政策辅导，支持创新药参与国家谈判和
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通过强化真实
世界数据医保创新应用手段，积极推进
创新药械和技术的及时纳保；通过建立
多方共担的支付机制，为人民群众用上
更优的创新医药产品提供有利保障。

我省加快创新药品落地应用
降低患者医药费用负担

在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在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黄嘴白鹭在觅食黄嘴白鹭在觅食。。
通讯员通讯员 麦笃彬麦笃彬 摄摄

戏水对唱逗 眼下，正是大量候鸟飞来海南越冬的时节。随着海南湿地生物多样性水平持续提高，越来越多的鸟类把这里当成“乐园”。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爱鸟
人士也自发组织来海南观测拍摄前来越冬的珍稀候鸟。

在海口市演丰镇塔市村在海口市演丰镇塔市村，，雄性须浮鸥雄性须浮鸥（（上上））与雌与雌
性须浮鸥互动性须浮鸥互动。。 通讯员通讯员 冯尔辉冯尔辉 摄摄

“土地超市”的经营之道

◀上接A01版

保持“上新”
丰富拓展功能内容

2023年8月8日，陵水黎族自治县群英乡打
铁村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在“土地超市”上架。得
知消息后，海垦（陵水）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立
即报名，并在一个月后以1.802亿元的价格拍下
该采矿权。

不仅是采矿权，“土地超市”的应用场景也已
从一级市场拓展至二级市场，海域、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蓝碳”及“绿碳”产品等等纷纷上架，“超
市”里的“货”越来越多。

截至去年底，“土地超市”累计上架建设用地
947宗、面积4.99万亩，上架海域使用权147宗、
面积27.01万亩，上架土地二级市场12宗、面积
585亩，上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28宗、607亩，
上架“碳汇”3宗。

不但保持货架上新，还敢于吆喝“卖货”，“土
地超市”不断提升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吸引
各类优质经营主体来琼投资。

2023年以来，我省在省内外举办了多场“土
地超市”招商推介会，有803家企业线下赴会、约
40万名投资者线上参加。通过推介会，也让“土
地超市”“资源库”与社会“项目库”互相匹配对接，
极大提高了精准招商落地项目的效率。据统计，
我省举办的8场“土地超市”招商推介会，推动促
成 295 宗约 1.62 万亩土地交易，交易金额逾
356.67亿元。

疏通“堵点”
推动土地全周期管理

以往，一个项目从找地到落地，往往需要一年
半载。

而“土地超市”也不仅仅把“货物”摆上架就可
以了。当前，我省探索建立“土地超市+项目策
划+极简审批”供地全流程制度，对土地供应后开
发利用实施全方位、全过程的服务和监管，大力疏
通项目找地、落地以及地块开发的“堵点”，推进土
地全周期管理。

为此，我省实现了多个平台数据互通，快速推
动项目落地。目前，“土地超市”已和土地交易平
台、项目策划生成平台、工改系统平台对接，在确
保“净地”供应基础上，策划生成项目进行智能选
址和项目用地配对，精准开展服务招商，并构建

“项目直通车”服务机制，推动审批流程再精简，实
现快捷交地、“拿地即开工”。

“我们就是对接上项目服务管家，为我们提供
预制审批、水电气极简报装、施工图免费代办等前
期服务，让项目快速落地开工。”熊海水说，土地出
让合同签署后，该项目仅用了7个半小时就完成
各项开工事项手续办理，享受到“项目直通车”改
革红利。

此外，为实现多层级监管，全程留痕、环节
可追溯，杜绝“藏私”或“暗箱操作”现象。“土地
超市”平台已建立“履约评价”管理模块，按时
序开展监管和评价，防止低效、闲置土地。同
时，将控规等规划成果入库数据化管理，将规划
调整权限分别授予持有“三把钥匙”的“三个责
任人”，确保数据“入库—存储—调用—修改”
全流程管理。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充实和拓展“土地超市”
的“货源”，实施建设用地“批、供、用、管、查”全生
命周期信息监管和业务协同，进一步提升国土空
间智慧化治理水平。

（本报海口1月17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