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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11.2万元到2557万元

2023年万宁和乐镇
村集体经济收入提升

本报讯（记者李豌）2023年，万宁市和乐镇围
绕万宁市4个百亿级产业集群，谋划“一港双带三
园区”万宁北部中心城镇发展布局，推动全镇村集
体经济收入从2022年的311.2万元提高至2557
万元。这是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谁不说

‘瓦’家乡好”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和舟共济 乐
迎龙年”和乐专场获悉的。

据了解，2023年，该镇以港北港、滨海环岛旅
游公路带、六连岭农业带、现代渔业产业园、天使国
际装备产业孵化基地、阳光金鹿产业园为龙头带动
的“一港双带三园区”为布局，集中做好招商引资；
以“和乐贡品”区域品牌为矩阵，做强农产品加工；
推动蘑菇种植、光伏产业、“菜篮子”产业、西瓜地瓜

“双瓜轮种”、鸭蛋加工等多种产业落地开花。
2023年，和乐镇22个村集体经济均超过10

万元，46%村级集体经济超过20万元，27%村集
体经济超过70万元。六连村（鸭蛋）被评为第十
二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六连村被评为海
南省乡村振兴工作队先进集体。在2023年冬交
会、海南“一镇一品”供销合作特色产业发展大会
上，和乐镇荣获“2023年度乡镇公用品牌标杆”。

此外，该镇积极谋划项目用地，保障总投资
58亿元36个项目落地；2023年和乐招商落地项
目12个，总投资约4.7亿元，预计年产值达6.5亿
元，可解决就业人数超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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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场“Dao19愿景会议”
在万宁举办
创业青年共探环岛旅游公路驿站未来

本报讯（记者陈子仪）近日，首场“Dao19愿
景会议”在万宁市龙滚镇“烟墩海壹号院子”民
宿拉开帷幕，本次会议以“描绘海南环岛旅游公
路驿站的未来”为主题，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
的乡村创业家和群众，一同探讨环岛旅游公路驿
站的未来。

2023年底，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全线开通。借
此契机，首场“Dao19愿景会议”号召更多企业家
关注环岛旅游公路驿站发展，积极参与环岛旅游
公路驿站的策划、投资、运营，并在人才培育、产品
呈现、场景打造上进行有效推动。针对这个课题，
会议专门邀请了旅日经济评论家莫邦富等前来进
行主题演讲。

会议召集人、火山村荔枝创始人陈统奎表示，
此次会议目标是“创造活力海南新风景”。

本次会议由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万宁市乡
村振兴局作为指导单位，海控美丽乡村建设有限
公司和海南聚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

投资1000多万元

万宁推动5座漫水桥改造
本报讯（记者李豌 通讯员符桃心 谭扬阳）

“漫水桥改造是2023年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到
目前漫水桥改造已完成65%进度，预计今年6月
全部完工通车。”近日，万宁市北大镇加道田桥改
建现场，万宁市地方公路管理站站长崔蕾馥介绍，
该桥改建完成后，将有力改善和提升农村公路安
全通行水平。

据了解，加道田桥总投资370多万元，总长
45.04米，宽8.5米，是万宁市北大镇军田村委会和
东岭居等地群众出行的重要干道，桥底下流淌着龙
滚河（加道田溪）。原先由于桥面较低，遇到暴雨等
天气，极易产生安全隐患，对附近群众的生活、生产
造成影响。目前已完成桩基础及架设梁板。

这是万宁市正在推动改造的五座漫水桥之
一。据悉，其中包括北大镇下沟桥、加道田桥、红
湖二桥、长丰镇八一桥以及三更罗镇龙马沟桥，总
投资1000多万元。“目前下沟桥、龙马沟桥和八一
桥等3座桥已完工通车，其他2座桥的改造正在
有序推进，预计八九月份完工通车。”崔蕾馥说，为
保障安全通行，目前，对尚未改造的漫水桥，万宁
市交通运输局已安装监控实时监控水位，防范安
全事故的发生。

万宁开展2024年
就业援助专项活动
岗位总需求人数达952人

本报讯（记者李豌）近日，由万宁市委组织部
（市委人才发展局）、万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主办的“万宁市2024年‘就业帮扶、真情相助’
就业援助专项活动招聘会”在万宁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一楼大厅火热开展，集中帮扶就业困
难人员就业创业。

此次招聘会吸引海南口味王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中国移动有限公司、神州半岛喜来登度假酒店等
43家企业到场招聘，提供了教师岗、一线员工、车间
组长、咖啡师、研发经理、酒店餐饮、行政文员等多个
行业领域的221个就业岗位，总需求人数达952
人。招聘会当天，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0余人。

万宁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面对就业困难
人员就业新形势、新任务，该局抢抓就业黄金期和
关键期，充分发挥人才市场和驿站招聘主渠道作
用，深入开展“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多方整
合资源，助力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实现供需精准对
接，构建了特色鲜明的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体系。今
后，将持续聚焦当前就业工作的重点难点，做实、做
细、做好就业创业指导和服务，重点落实就业援助
政策，实施精准就业服务，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切实
保障就业权益，帮助援助对象尽快就业创业。

■ 本报记者 李豌

“一直以为广场舞只
是群众自娱自乐的活动，
没想到还能走上政府举办
的舞台！”1月29日晚，万
宁市和乐镇“和舟共济 乐
迎龙年”迎新春专题之广
场舞大赛现场，观众林女
士连连感叹。

当天，在这场由和乐
镇委、镇政府主办的广场
舞大赛上，全镇各村（社
区、农场）205人组成的18
支队伍，表演了《美丽侨
乡》《红色娘子军》等不同
主题的广场舞。

近年来，万宁市不断
把握新时代群众性文化活
动的新特色、新变化，建立
文化惠民共享机制，依托
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和宣传
文化阵地，通过政府“搭
台”、群众“唱戏”，不断创
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用
文化点亮群众美好生活。

■ 本报记者 李豌
通讯员 符桃心 周莉

“早上我刚收了100多捆萝卜菜
到市场卖，一捆3块钱，卖了300多
块！”近日，万宁市万城镇月塘村一片
约5亩的田地中，60多岁的村民朱近
文乐呵呵地说，手上动作不停，仔细打
理着地里的包菜、芥菜、萝卜菜等瓜
菜。从2023年12月首批瓜菜开始收
获起，靠着这块地，他每天都能收入两
三百元，同时腌制自家种的蔬菜，卖起
了腌酸菜。

朱近文如今这么宝贝的一块地，

在2023年9月之前，还是一片荒芜的
撂荒地。“荒了很多年，重新翻地、耕种
很麻烦，我年纪也大了，没有体力去种
了。”朱近文说。

“包括朱近文的地在内，这一片
100多亩原来都是撂荒地，最长的荒
废了十几年，根本没人踏足。”万宁市
万城镇副镇长黄华龙介绍，近年来，月
塘村槟榔产业发展受阻，同时大量劳
动力外出，再加上土地地块分散，导致
不少土地撂荒。如何利用土地资源发
展产业，成了村干部的“心头病”。

转机出现在2023年7月。在万
宁市资规局、市农业农村局的指导和

万城镇党委、政府的组织领导下，月塘
村村干部、党员深入田间地头，对辖区
内的图斑号进行实地核实，摸排查清
撂荒地地块面积、撂荒程度、撂荒原因
等，共摸排出撂荒面积100余亩，涉及
农户100余户。

怎么说服这么多户农户支持撂荒
地整治工作？

“既要提高农户的认识，也要想办
法减少他们耕种的成本和麻烦。”黄华
龙说。

于是，月塘村党支部首先发挥“三
联”网格化工作机制，组织党员直接入
户与农户面对面交流，引导农民群众

认识到保护耕地、恢复撂荒地耕种的
重要性，用时2个月左右争取到了所
有相关农户的支持。

同时，由镇村联合开垦撂荒地，并
积极落实常年蔬菜种植补贴、地膜补
贴等财政补贴惠民政策，根据村民意
愿，为有需要的村民免费发放相应种
子，“我们还会送技术上门，定期给农
户培训施肥打药等技术，经常到田间
地头指导安全用药和防治病虫害。”万
城镇农业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说。

2023年9月，月塘村出动几十台挖
掘机及百余人重新开垦、清理地表、平
整土地，最终历时3个月完成开垦，随后

推动村民进行耕种、管理……“整治好
的土地，我们先以村民种植为主，剩下
的就交由农业服务中心，经过整合后，
雇村民来种。”万城镇月塘村党支部书
记陈传福说，现在村民比以前多了种
菜收入、就近务工收入，干劲十足。

“村委会跟镇政府知道我年纪大
了，还派人帮我翻耕、盖地膜、起垄、打
水井，省了很多心！”朱近文说。

如今，百余亩田地中，各类瓜菜绿
意盎然、长势喜人，昔日撂荒地已焕发
新颜，成为该村发展冬季瓜菜种植产
业的“希望田”。

（本报万城2月1日电）

万宁万城镇月塘村以“三联”网格化工作机制推动土地资源利用

百余亩撂荒地变成“希望田”

全域化
文化空间开遍全市

“‘C’is for？”1月31日上午，万宁市礼
纪镇凤凰希望书屋中，从事英语专业工作多
年的希娟正带领十六七名礼纪镇儿童，思考
英文字母“C”的相关单词。

这一天，从早上8点到10点半，孩子们
还陆续进行体能训练、古诗词朗读课程。这
是凤凰希望书屋作为万宁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基地之一，为礼纪镇儿童推出的“寒假健
康跑伴悦读”公益活动。

活动邀请体育、英语、绘画等多领域的
万宁“候鸟”人才及大学生授课，自1月27日
起，每天开展2.5个小时，为期半月。“自2018
年成立起，我们逐步推出‘周末伴读’和‘寒
暑假健康跑伴悦读’两大类公益活动。”凤凰
希望书屋创办者时一文说。

在海边，可在石梅湾凤凰九里书屋听一
场“最美守望者”公益讲座；在景区，可到东
山岭的东山书画院观赏书法展览……如今
在万宁，覆盖市区、乡村、热门景区等各式各
样的文化空间，正在让更多人群受益。

背后，是万宁市通过强化资源整合，持
续推动文明实践基地全域化。万宁市委宣
传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万宁全市共有1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225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5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农家
书屋202所，公益性书屋18家。

同时，依托各实践基地，常态化开展“最
美守望者”“公益古筝课堂”“公益伴读”等一批
特色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日常开展文化
艺术展览、公益讲座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惠民
活动。据统计，2023年，万宁市依托各实践
基地开展系列群众性主题活动2700多场次。

特色化
打造更多文化品牌

“我今天得到了两个‘福’字和一副对
联，很喜欢！”1月29日，万宁市“我们的中
国梦·文化进万家”2024年迎新春送春联文
化惠民活动上，从重庆来万宁过年的张代和
表示，从这次收到的手写春联中感受到了满
满的年味。

当天，在万宁市多功能活动中心门前，
来自中国书法家协会及万宁书法家协会的
20多位书法家一同执笔，为市民免费书写
春联。“我们今天准备送出800副春联，接下
来还会在全市多个镇村开展送春联活动。”
万宁市文联主席陈鸿诚介绍，依托万宁“中
国书法之乡”特色，20余年来，万宁市文联
及万宁市书法家协会持续举办送春联公益
品牌活动，每年送出春联上万副。

2023年，万宁还陆续开展“梦回万州
墨润山海”书法文化活动，策划文艺晚会、
万宁书法家协会成立四十周年成就展、文
化市集等多形式的书法主题活动；在东山
书画院组织开展书画作品邀请展、第四届
万宁市青年书法作品展等。

近年来，围绕“书法之乡”“冲浪胜地”
“武术之乡”“长寿之乡”等特色文化品牌，万
宁正开展净滩护海、武术展演、赛事服务等
多形式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同时，每月推出

“城市文化菜单”，开展“山根乡村赶压节”
“南桥斑斓好食节”、和乐镇江湖龙舟节暨码
头音乐节、黎族苗族传统节目“三月三”系列
活动等。2023年4月，还在全市开展全民
阅读暨首届“书香万宁·读书月”活动，设置
三个单元14个主题活动，开展城市文化嘉
年华系列专场演出4场。

便民化
线上线下利民惠民

近日，走进万宁市万城镇西门社区婆祖
庙一侧的龙厢，一条约60米长的全新青色
手工制作巨龙盘踞屋中，正等待在2月6日
的“龙腾万州歌盛世”万宁市2024龙年春节
联欢晚会上亮相。“我们爱舞龙，万宁百姓爱
看舞龙，每次演出现场都是人山人海！”舞龙
制龙人王凯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百姓制龙、百姓舞龙，围观百姓还可通
过“钻龙肚”以求吉祥。每到春节，万宁传统
舞龙演出，总会吸引众多市民涌入街头。

翻开2024年全市文化活动清单，新春
茶话会、排球比赛、特色美食节、广场舞大
赛、卡拉OK比赛等群众能参与的主题活动
比比皆是。

万宁在政府搭台的基础上，推动群众成
为文化活动编创、演出、欣赏的主角。“2023
年，我们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造周末群众
演出大舞台，公益面向市民开放。”万宁市委宣
传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市还通过制定“菜
单”、群众“点单”、志愿者“接单”模式，打造

“8595”红旗不倒宣讲志愿服务项目，采取“理
论宣讲+文艺演出+健康义诊+农技下乡”的
模式，把文化惠民活动送到百姓“家门口”。

同时，以直播、打卡等不同形式探索文
化活动“云”服务。2023年，开展“普法宣传
月”网络宣传活动等10项活动；在首届读书
月中，上线“书香万宁 伴你悦读”电子书刊
阅读小程序，免费提供4000余种期刊、5万
余本图书、300余种报纸等海量电子阅读书
刊。在春节系列活动中，还推出年货专场直
播、线上摄影大赛、线上猜灯谜等线上活动。

（本报万城2月1日电）

➡ 1月29日，万宁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2024年迎新春送春联文
化惠民活动，市民们纷纷将写好的春联放在地上晾晒。 通讯员 高芳勇 摄

⬆ 万宁万城镇西门社区青龙舞龙现场。万宁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万宁市通过强化资源整合
持续推动文明实践基地全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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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万宁市依托各实践基地

开展系列群众性主题活动2700多场次
制图/张昕

万宁持续推动文明实践基地全域化、打造特色文化品牌，以多种方式让文化惠民落到实处——

文化浓度＋ 城市韵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