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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邱江华

“勤劳能致富，歌唱美好新时代（黎语）……”
当悠扬的黎族民歌传荡在海南广场，几乎所有人
都驻足屏息聆听。一曲唱毕，省人大代表、黎族姑
娘吉珍妮，收获雷鸣般的掌声。

这是1月23日，发生在海南省第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代表通道”集体采访活动
上的一幕。作为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吉珍妮
选择用歌声，传递自己浓浓的家乡情。

走下舞台，吉珍妮瞬间被“闻声而来”的代
表委员、媒体记者“围堵”住，让她好好讲讲黎族
民歌的故事。

来自黎乡乐东黎族自治县，吉珍妮的父母
是天生的歌者，家中时时响起美妙的黎族民
歌。“黎族人唱歌就如同说话一样，生活中的一
切，喜怒哀乐，都能用歌声来表达。”吉珍妮说，
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她对黎族民歌有着最
天然的感情。

然而，随着时代快速发展，原本口耳相传的
黎族民歌却遭遇困境，甚至面临失传的危险。
这让吉珍妮痛心不已。

为了将黎族民歌传承下去，2013年，吉珍
妮大学毕业后，回到乐东思源实验高级中学担
任音乐教师。2014年，她组建起学校第一支黎
歌队。当时，队里只有5名学生。

“我带着学生一遍又一遍编排黎族民歌，没
想到，同年，我们参加省里的比赛，竟获得一等
奖！”让吉珍妮更想不到的是，后来的第二年、第
三年……连续好多年，他们都斩获省里多项文
艺比赛一等奖。甚至有国外的乐队，向他们发
来了演出邀请函。

这让孩子们看到了黎族民歌的魅力。
后来，每年开学时，都有学生主动“缠”上吉

珍妮：“老师，我爱上黎歌了，我想和您学唱歌！”
回忆起学生们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

吉珍妮顿时红了眼眶。
近十年来，从学校黎歌社团走出去的学生

有上百名，让吉珍妮感到欣慰的是，其中有不少
人大学毕业后选择返回乐东，“接力”做起了黎
族民歌非遗传承人。

“这说明我做的事，是有价值的。”采访过程
中，吉珍妮向海南日报记者分享起黎歌队孩子
们歌唱的照片。她说，沉浸在这项事业里，是发
自内心的快乐。

“这次把黎歌唱上两会，是想让更多人听
到。”吉珍妮真挚地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让她备受感动。

就是这样一位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浑身
上下散发着“歌香”，要把黎族民歌唱到更远的
地方。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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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琬茜

一条条下划线，一串串打勾符，一个个小三
角……翻开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们手里的
政府工作报告，各式各样的符号醒目。

1月23日上午，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在海口开幕。

“这份政府工作报告，用一个字来形容——
实！”省人大代表、海南老城科技新城管委会常
务副主任曾海燕说。

曾海燕在报告上标注的内容，既有直观展
现成绩的数据，也有关乎自身行业发展的表述，
每个符号的功用都不同。

翻动报告，曾海燕画了多条下划线。那是
一组组反映我省经济恢复提质加速的数据：全
省接待游客增长 49.9%，旅游总收入增长
71.9%；12家离岛免税店销售额580.9亿元，增
长19.3%……

“再看这些对勾，都是与老城经济开发区发
展密切相关的内容，包括主攻先进制造业、做强
园区平台等。”曾海燕指着有关“更高质量培育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各项工作任务说，“会后我
们将重点研究讨论，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在报告中找“路线图”的，还有省人大代表、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党委书记周魁龙。

报告中培育南药黎药、提升要素保障水平
等事关琼中发展的内容，周魁龙在文字下方标
注了一个个三角符号，“这些都是要重点关注的
方面。”

有关新能源汽车等新行业新趋势的内容，
周魁龙也没有落下。“省里的各项重点工作、规
划要求，我们都要及时对标查找自身不足，并寻
求更多发展机遇。”

“大力提升政府效能”部分，是许多代表委
员特别标注的地方。省政协委员、海南省河南
商会会长杨坤在“大干大支持、多干多支持、不
干不支持”“钱随事走，要素跟着项目走”等语句
下，画上了粗粗的波浪线。

“这些表述既接地气又很提气，足见省政府
对促进既定目标实现的强烈决心。”杨坤说。

一个个符号中，还蕴藏着十足的发展信
心。“看到琼中女足的光辉战绩被写进报告，实
在是振奋人心！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琼中品牌被
列进去。”周魁龙说。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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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萌

创先争优，是干事创业应有的姿态。“第一”“首
个”“首家”……翻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系列
创先争优、勇创一流的关键词，映照出过去一年的
海南有多拼，也为海南新一年的发展提振了信心、
鼓足了干劲。

梳理发现，这些“一流”成绩单，十分立体可感。
有的具有引领性，高居榜首。比如，“告知承诺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数量保持全国第一”“全国首个
商业航天发射场一号发射工位竣工”“全球首个商
用海底数据中心项目一期竣工”“全国首家全省统
一法人模式的农商行获批筹建”“全国首个500千
伏省域数字电网开工”。

有的具有突破性，高速领跑。比如，“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全国第一”“省
属国企营收增长65.2%，增速全国第一”“在全国率
先建立科技经费跨境支付白名单机制”“新能源汽
车在新增车辆中占比超50%、全国第一”。

有的具有基础性，提档升级。比如，“全国最
大港口客滚综合枢纽新海港建成”“全国信用示
范区实现零的突破”“实现全国技能大赛金牌零
的突破”。

而从内容来看，从营商环境到科技创新，从民
生社会事业到基础设施……这些标志性成果、举
措，覆盖了诸多领域，是蓬勃兴起的自贸港昂扬前
行的生动写照。

昨天的成就，是明天发展的信心。
再看今年的部署，创先争优的谋划同样覆盖诸

多领域。比如，在推动经济回升向好方面，要求“经
济增速保持全国前列”；在营商环境提升上，要求

“以小切口推动部分领域和区域营商环境率先达到
全国一流水平”；在国土空间智慧治理上，要求“在
全国率先构建全域、全要素、全周期的治理型详细
规划体系”……“前列”“一流”“率先”，一个个高标
准、高规格的目标，透露出大胆试、大胆闯的标杆意
识、进取意识，彰显了时不我待的责任感、紧迫感。

创一流、争一流，是使命使然、形势使然。海南
自贸港建设，是一项走在时代前沿的伟大事业，这
决定了各项工作必须开拓创新、走在前列，具有领
先性、示范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聚焦关键领
域、关键问题，提出了“七大攻坚战”，部署了“九项
工作”。每一场攻坚战都是硬仗，每一项任务都是
挑战，只有以创先争优的勇气、勇当尖兵的决心探
索创新，以实事求是、笃行实干的态度务实求变，才
能赢得发展和竞争的主动，当好新时代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新标杆。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站在新的起点上，不畏
风浪、直面挑战，将创先争优的劲头保持到底，人人
争先进、事事争一流，定能推动自贸港在新的一年
实现新的更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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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燕

办好一次赛，搞活一座城。2023年以来，文昌
“村VA”、东方“村BA”等群众运动乘势而起，多点
开花，吸睛又吸金，成为现象级赛事。省政府工作
报告在总结“全省文体事业蓬勃发展”时，指出

“‘村 VA’‘村 BA’等群众运动‘火出圈’”，引发各
界关注和讨论。

村级体育赛事为何能写进省政府工作报告？
这凸显了“村VA”“村BA”等群众运动的影响力。文
昌“村VA”吸引超过40万人次观赛，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2.6亿元；东方“村BA”举办期间，当地游客人数
达到18.23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52亿元。体育
赛事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可见一斑。火热的体育
赛事不仅推动了文旅融合发展，也挖掘和发扬了乡
村传统文化，活跃了乡村文化氛围，满足了村民精神
文化需求，成为海南群众体育的重要名片。

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也表明了海南对群众体
育运动的重视。海南体育文化历史悠久，民间赛事
氛围浓厚。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体育事业
发展，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运动。据统计，截至2022
年底，海南省共有体育场地36882个，体育场地面积
4088.34 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 3.98 平方
米。良好的软硬件设施条件，为民间体育赛事开展
打下良好的基础。正是在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积
极参与下，“村VA”“村BA”等各种群众体育活动乘
势而起，影响力与日俱增，成为现象级赛事。

“村 VA”“村 BA”的火爆出圈证明，体育加旅
游，可以加出乡村振兴的无限可能。文化体育对乡
村振兴的作用不可或缺，它承载了乡愁记忆，映照
了农民的火红生活，彰显了乡村文化新貌，是增强
乡村文化生命力、凝聚乡村情感认同的重要纽带。
体育赛事与旅游消费巧妙融合，可以有效盘活乡村
特色文化、特色农产品、特色景点等，在满足群众精
神文化需求的同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为乡村振
兴注入更多活力。

由民间自发组织的村级体育赛事被写进政府
工作报告，传递出一种鲜明的导向：“小”赛事也
可有大作为。海南还有许多历史悠久、群众基础
深厚的民族体育运动，如武术、足球、“三月三”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比赛项目等。以赛为媒，进
一步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可充分利用这些特色资
源，着力补齐体育设施建设的短板弱项，创新全
民健身活动形式，培育出更多出圈的群众赛事品
牌，让乡村振兴充满动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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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特写 两会快评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陈蔚林）海南
环岛旅游公路开通后，大量游客来到沿线海滩
赶海。注意到这一现象，省政协委员、省律师协
会副会长、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李君近日向大会建议，尽快开展生态资源本
底调查，并组织专业力量对游客及沿线村民开
展普法宣传。

“在不清楚所采集生物是否可以食用、是否
为保护动物的情况下，游客随意在海滩上踩踏、
翻动、撒盐，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李君认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滨海生态
系统都是稀有珍贵的生态资源，旅游公路与它
们“贴身而过”，使得研究“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
如何实现双赢”这一课题更具紧迫性和挑战性。

他认为，当前应该立即开展的工作，一是将
生态保护内容融入旅游公路宣传，并通过探索
实施短信推送、沿线树立生态保护宣教牌等方

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二是在旅游公路靠近生
态保护红线一侧安装隔离装置，在国家重点保
护植物、动物集中分布区域安装监控设备，明令
禁止游客触碰、踩踏、挖掘，并公布举报电话、执
法电话，加强监督、严格执法；三是在旅游公路
沿线科学划定区域，倡导游客文明赶海，并邀请
环保、法律等方面专家，开展生态保护知识和法
律宣传讲座；四是开展生态资源本底调查，核查
现有自然保护地保护情况，并明确相关部门法
定职责，落实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表彰先
进、惩戒渎职。

此外，李君认为，还有必要尽快组织专家学
者，论证旅游公路客流容量，建立旅游公路流量
控制机制和具体方法；召集企业、社会组织和村
民代表，共同商讨旅游产品开发、旅游服务提
升，对经过严格论证后符合“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的项目给予支持。

委员建议
省政协委员、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君建议：

开展生态资源本底调查和普法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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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最大的港口客滚
综合枢纽——海口新海滚
装码头客运综合枢纽站项
目投入试运营。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