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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区域协调联动等工作

定安：增强主导产业竞争力
激发全域旅游新活力

本报定城1月31日电（记者李豌）1月31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定安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上获悉，2023年，定安全县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呈现出经济运行
进位提质、创新动能加快成长、改革开放活力迸发、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的良好态势。全县地区生产总
值完成135.09亿元，同比增长8.9%，排名全省第
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7.67亿元，同比增
长16.2%，是全省连续三年保持正增长的4个市县
之一；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9.83亿元，同比增长
15.5%，排名全省第4，连续22个月保持两位数高
位增长，荣获二季度全省投资综合考核“奔牛奖”。

2024年，定安将重点抓好区域协调联动、壮
大实体经济、扩大有效内需、深化改革开放、城乡
融合发展、绿色低碳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社会和
谐稳定八个方面工作，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实现质
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定安提出，将聚焦区域协调联动，在建设海口
都市圈卫星城上实现更大突破。一方面，深度融
入海口经济圈一体化发展。落实自贸港统筹区域
协调发展三年行动重点任务，扎实推进涉及定安
的8个区域先导性项目建设。另一方面，锻造海
口都市圈卫星城发展优势。

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实现更大突破方
面，定安表示，将提高科技创新硬实力、做强定安
塔岭工业园区平台主阵地、增强主导产业竞争力、
激发全域旅游新活力。

关注市县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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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活动走进临高

本报临城1月31日电 （记者贾磊）1月 31
日，2024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走
进临高县东英镇扶提西村。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组织多位书画工作者在扶提西村研墨、铺纸，
为村民写春联，送年画。由省演艺集团承办的晚
会表演，更是让这个海边村庄热闹起来。

晚会现场表演的汉唐舞蹈《响屐舞》，获得现
场群众阵阵掌声。《响屐舞》起源于春秋时期，被誉
为中国古代舞蹈的瑰宝之一，展现中华民族悠久
的历史文化与泱泱国风。现场还表演了民乐合奏
《战马奔腾》、舞蹈《歌里画里看临高》、曲艺节目
《游文澜》《雷公马科目三》、海南竹木乐器演奏《欢
乐灼笆情》等一系列节目。

据悉，此次演出结合“2024年海南自贸港岛
民村晚”入围节目，通过海南文明形象IP雷公马
现场赠春联、汉唐舞蹈、男女独唱、乐器演奏及临
高本土特色人偶戏等多种文艺表演形式，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文艺精品送进千家万户，让人民群
众共享新时代文化繁荣新成果。

该活动由海南省委宣传部主办，海南省演艺
集团、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旨在以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我省首家针对年轻干部
廉洁教育的主题展馆揭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黄媛艳）日前，三亚市反腐倡廉
警示教育基地青廉馆揭牌，这是我省首家针对年
轻干部廉洁教育的主题展馆，旨在加强廉洁文化
阵地建设，进一步加强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

青廉馆位于三亚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二
楼，占地500平方米，分为序厅、主厅、尾厅三个部
分，主厅以“寻找初心、践行初心”为主题，分为初
心、问心、警心、正心4个篇章。该展馆聚焦年轻
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将新时代青年榜样人物故事、
本地查处的年轻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以及清廉
三亚建设成果等有机融合，为三亚年轻干部创建
一个“清廉浸润青年”的体验式展示馆。

“年轻干部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生力军。”三
亚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三亚将把年轻干部
廉洁教育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内容，持续
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不断提高年轻干
部拒腐防变能力，扣好廉洁从业“第一粒扣子”。

■ 本报记者 吴心怡
特约记者 符文倩

“老板，您这儿的海鲜新鲜
吗？”

“你要虾是啵？这个虾白灼就
最好吃啰！”1月31日下午，昌江黎
族自治县昌化渔港码头附近，一家
名为“香勤夜宵”的小店门口，王英
菊用一口“海普”回应。王英菊是
这家热门小店的3位老板之一，别
看她现在普通话讲得顺溜，其实早
在夜宵店开店初期，海南话才是店
方“官话”。

褪色的招牌、发灰的墙体，无
一不显示出香勤夜宵店是一家有
点年份的老店。“这个店1998年就
开了，以前都是本地人来吃，讲海
南话就够啦！”王英菊说，那时昌化
镇少有外来游客，做的都是“海南
话生意”。

“那时候很辛苦，因为本地人
夜宵吃得晚，有时为了多赚几单，
要熬到凌晨三四点才收摊。”王英
菊回忆。

变化发生在2009年——昌江
与原海南省旅游控股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签订协议，开发棋子湾旅游度
假区项目，沙白浪静的美景、丰富的
旅游业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紧邻棋子湾的昌化镇也迎来了大批
远道而来的客人。

“棋子湾旅游度假区建成后，
我们店的客人一下就多了，大多是
过来度假的旅客想来尝一下本地
味道。”王英菊说。突然间，讲惯了
的海南话不通用了，讲普通话的频
率开始直线上升。“以前我普通话
不太标准，有时也会闹笑话，我在
那里介绍半天，人家也没听懂。”

普通话如何进步？多听，多
说。“现在外地客人占大多数，客人
来问，我就大胆说，说多了就顺
了。”在与游客的对话中，她还渐渐
学到了一些外地方言，有时也会教

客人讲海南话。“吃饭就是‘jia
moi’啰。”王英菊笑呵呵地说。

外来游客的涌入，带来的不仅
是语言上的变化。“外地人吃夜宵
的时间没那么晚，我们就把营业时
间往前调，现在晚上6点就开门卖
晚饭，海鲜卖完就收摊，不用熬那
么晚了。”王英菊说，时间自由了，
收入还更多了，如今靠着这家声名
远扬的小店，家里的生活越过越好
了。

下午5时开始，王英菊就像脚
踩“风火轮”一般，穿梭于门面和后
厨，忙得不可开交。“样（让）一下，
样（让）一下。”王英菊端着两盘炸
饺子，从门前满满当当的食客中间
挤过。

“炸饺子是我们店的招牌，几
乎每桌都要点的。”王英菊说，每天
晚上，负责包饺子的人手指都要

“着火”了，凭借着这道小吃，香勤
夜宵店还获得了“2023年昌江十佳
网红小吃荣誉商家”的称号。

“味道很鲜美，价格也挺合适
的，最主要是这种接地气的小店让
我感觉很舒服，”来自湖北的游客
黄先生说。

夜幕降临，镇上各种店铺的灯
渐次亮起来。

“要住店不呢？我们还剩两间
亲子房。”“这椰子保证甜哩，您要
的话我就开啦？”在这个讲着海南
话的小镇上，越来越多“王英菊”讲
起了普通话，热情地招待着来自全
国各地的游客。

（本报石碌1月31日电）

昌江棋子湾旅游业发展迅速，外来
游客多了——

小店“官话”变了

新春走基层

冲刺“开门红”，东方石化调度室24小时值班，保障平稳生产

不停歇的电话声

海口琼山区今年将大力推进
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张期望 特约记者许晶亮）近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琼山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获悉，今年琼山区将有序推进市区两
级2024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大力推动7个城市更新
项目建设及19个老旧小区建设，推动红城湖学校、
林村幼儿园、振群幼儿园等3所学校投入使用。

今年，琼山区将稳步推进博雅一期、博雅二期
以及桂林三期等7个城市更新项目，精心谋划桂林
四期等5个新一批城市更新项目；将继续推动19
个老旧小区改造，推进1个背街小巷改造提升，实
施市级断头路工程3个、区级断头路工程2个。

2024年，琼山区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
惠及群众。加快旧州中心小学改扩建等4个薄改
项目建设，推动红城湖学校、林村幼儿园、振群幼
儿园等3所学校投入使用，增加学位3780个。推
进集团化办学，提升薄弱学校、农村学校以及新建
学校的办学水平。此外，琼山区将加快推进区妇
幼保健院、区疾控中心新址项目投入使用。抓实
城市医疗集团建设、基层卫生人才激励机制改革
等医改重点任务，推动资源、服务、人才和管理等
优质医疗资源要素梯度下沉。

■ 本报记者 陈子仪

“叮咚。”
1月31日上午，琼海市潭门镇

海藻地瓜种植户郑海叶手机响起了
微信提示音，点开一看，又有客户咨
询下单：“地瓜成熟了吗？现在能寄
往山西吗？”

“刚上市，现在能订，每箱10斤
重。”郑海叶快速回复，又补充一句，

“现在山西冷了吧，发之前会用泡沫
箱打包，放心！”

“来6箱，去年家里人尝了都很
喜欢。”客户答。

眼下，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很
是热闹。一大早，郑海叶就往村里
的地瓜打包车间走去。她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这几天很忙，快过年了，
不少客户一直催。”

草塘村是潭门镇的一个沿海村
落，沿海一带沙地多，土地肥力不
足，这里的村民大多以捕鱼为生。

2016年，政府开始鼓励潭门渔业
转型，在镇上开了一家海洋工艺品店
的郑海叶和哥哥郑在军萌生种植地瓜

的想法。当年，他们找到有着多年种
植瓜果经验的堂兄郑在永，三人合伙
成立海南海耕农渔业发展公司，承包
了2亩海边沙地试验种植地瓜。

“在我们承包之前，这片沙地荒
废了多年。”郑海叶说。在距离草塘
村海岸线约600米的地方，大片的沙
地被满眼的绿意覆盖，工人们拿着
锄头，熟练地拨开沙土，一个个紫红
色地瓜“探出了脸”。

在郑海叶兄妹创业的路上，一边
是改变，另一边还有坚守。在“如何
种植地瓜”的问题上，郑海叶兄妹意
见出奇一致：延续奶奶用马尾藻堆肥
的种植方法，坚持发展绿色农业。

马尾藻是沿海地区一种很常见
的海生植物。夏季，它们时常随着
海浪被打上岸边。在草塘村，老一
辈的农人会将马尾藻晒干、发酵、积
肥，使其成为绿色生态肥料。

“奶奶以前用海藻种出来的地
瓜，那种香甜软糯的口感我这辈子都
不会忘记。”郑海叶说，为了复刻儿时
的味道，郑海叶三兄妹学着奶奶的方
法种植地瓜。在2019年，海藻地瓜

还得到官方认可，被中国绿色食品发
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A级产品。

没承想，荒沙地成了“宝地”。
首批地瓜成熟后，郑海叶将海藻地
瓜作为礼物送给购买工艺品的顾
客。让她意外的是，海藻地瓜深受
顾客青睐，陆续要求再次购买。“海
藻地瓜种植成功的第一年我们就尝
到了甜头，也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
的。”紧接着，郑海叶兄妹不断扩大
种植规模至现在的100亩，全国各
地的订单“纷至沓来”。

郑海叶从蓬松的沙地里挖起一
藤地瓜，轻抖表皮的沙土。她说，“因
为不施化肥，海藻地瓜的大小参差，
但是口感就像小时候吃的那样。”

地瓜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村
里劳动力就近就业，用工高峰期可
达30人。

除了种植，郑海叶兄妹还计划
着顺应农旅融合的趋势打造共享农
庄。“在体验种植、采摘海藻地瓜的
同时，希望游客能零距离感受农学
文化的魅力。”憧憬未来，郑在军喜
笑颜开。 （本报嘉积1月31日电）

琼海潭门镇利用马尾藻堆肥种植地瓜，广受欢迎

“吃”海藻长大的地瓜

1月31日，在三亚凤凰
国际机场，凤凰出入境边
防检查站民警与乘斯卡特
航空公司 DV473 航班由
阿拉木图飞抵三亚的旅客
打招呼。

三亚市锚定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建设，聚焦高质量
发展，努力创建游客“友好
型城市”，积极推动境外航
线恢复和境外航线网络布
局工作，累计开通了15条
境外航线，包含往返首尔、
雅加达、河内、阿拉木图、曼
谷、新加坡、莫斯科等境外
航线。

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 摄

三亚积极推动
境外航线恢复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通讯员 吕猛

“王工好，船舶富达6已靠泊，准
备装船，请问装哪个罐？”

“装4和6号罐就行。”
夜幕降临，在大多数岗位上，人

们都已进入下班休息时间。而位于
东方市临港产业园的中海油东方石
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石
化）的调度室内，灯火通明。

1月30日晚，看了一眼眼前屏幕
上的罐区和码头动态信息，王亮立即
给出指令。随后，富达6船舶便投入
装船作业，将满载2730吨柴油驶往
华南地区。

叮叮……放下电话不久，另一个

急促的电话铃声又响起。连续几通
电话下来，王亮来不及喝一口水。王
亮面前，摆放着七八部电话，与公司
4个生产部门15个装置以及设备中
心、安全中心等十多个部门连通，还
与外部多个单位相联系。

“所有的指令都从这里发出。”他
说，调度室就像人的“神经中枢”，不
仅要协调原料的进厂和产品的出厂，
还要保证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联动、装
置平稳生产，“工作是容不得半点马
虎的。”

东方石化是东方临港产业园的
重点企业，主要生产石脑油、汽油、柴
油以及丙烯腈等石化产品，产品供应
华南地区以及出口东南亚。2024年

一季度，东方石化（含富岛化工）原料
加工总量预计达63万吨，预计产值
近35亿元。相比去年一季度，预计
加工量增加22%，产值增加23%。

今年4月，东方石化将迎来三年
一次的大检修。为了能完成全年生
产任务目标，该公司已提前分解细化
任务，在检修前，该厂需要全面提高
加工负荷，保证市场需求。

要实现量价齐升目标，一头连着
生产、一头连着安全的“神经中枢”显
得更为关键。

“调度室安排工作人员四班两倒，
24小时运转，一天接打400多个电话，
保障了装置高负荷生产。”东方石化生
产管理中心总经理常祖军说。

早上8时上班，本应晚上8时下
班的王亮，还不能离开，在完成工作
交接的同时，他还要帮着同事一起处
理调度的事情。对于王亮和同事而
言，他们要全力守好阵地，加强协调
与沟通，保生产。

快到晚上9时了，看了看手机上
显示的时间，王亮想到了什么。原
来，东方石化目前的汽油储罐库存告
急，急需产品出厂，否则会影响生
产。于是，他立刻拨通了八所港第二
装卸区调度室的电话。

“您好，我是东方石化调度，出口
汽油船目前什么情况，为什么还没有
作业。”

“海事部门正在进行相关检查。”

过了30分钟，王亮又拨通电话，
了解实时进度。直到公司储运公用
工程部告知相关手续已办结，他揪着
的心才放下。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快到了晚上
10时。手头工作顺利交接，这时候
王亮才放心下班。

（本报八所1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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