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宁山根：

春节游园会
村民乐融融

2月5日，万宁市山根
镇，村民在参加春节游园
会，现场气氛热烈，笑声不
断，老少其乐融融，可谓
“年味”十足。

2024 年龙年春节到
来之际，为欢度新春佳节，
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营造和谐快乐的
春节氛围，万宁山根镇推
出春节文化惠民系列活
动，用优质文化丰富假日
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喜庆
过年的美好需求。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跨海迎春 双向奔赴
2024年琼州海峡春运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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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市县两会

文昌今年谋划
76个重点项目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近日，文昌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文城召开。2023年
是文昌全力推进航天城“加速跑”的关键之年，该
市稳中求进，干中求成，以新发展理念“指挥棒”树
高质量发展“风向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79.86
亿元，同比增长9.1%。

2023年，园区成为文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
擎。文昌国际航天城园区完成营收221.01亿元、
固投63.22亿元、税收7.02亿元，全国唯一的商业
航天发射场一号发射工位竣工，火箭、卫星、数据
产业链产业生态逐步形成。约亭产业园产业服务
中心、标准化厂房等基础配套项目加快建设，园区
发展承载力不断提升。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
永久海水取水工程、尾水治理项目等基础设施陆
续建成投入使用。

2024年，文昌将通过扩大有效投资、激发
消费活力、强化招商引资等方法继续推动经济
运行整体好转，共谋划实施省市重点项目 76
个、年度投资 146.12 亿元。建立招大引强“比
武打擂”机制，主动“走出去”补齐招商引资短
板，完善招商引资先进典型奖励机制，激励广大
干部担当作为。

文昌还将继续提升园区平台质量，加快重大
产业项目落地实施，并聚焦企业生产生活、产业
升级需求，适度超前建设园区基础设施，推动文
昌约亭产业园发展能级“跃升”。深化“放管服”
改革，以企业群众需求和办事便利为导向，谋划
实施一批“颗粒度”更细的改革举措，新上线“高
效办成一件事”主题20个。高效推进监管应用
场景落地见效，探索“审管法信”一体联动制度，
推行“执法+服务”等柔性执法。扎实推进以惠
民便企为目的、信用信息平台为载体、数据归集
共享为基础、评价体系为核心的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拓展“信用＋”应用场景，争创国家级社会信
用体系示范区。

海南省青少年足球
邀请赛落幕
吸引近300名足球少年参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近日，2024东润杯·
海南省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海南省足球协会裕
东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落下帷幕。最终，海口市
灵山中学队、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队与三亚市吉
阳区南新小学队分别荣获高中组、初中组与小学
组冠军。

本次比赛由东润公益基金会、海南省青少年
希望基金会联合主办，海南省足球协会承办，来自
海口、三亚、儋州、琼海、文昌、临高、保亭、陵水、琼
中等9个市县16所中小学校的近300名足球少
年参赛。

本次比赛结束后，东润公益基金会将继续行
动，选拔海南高校体育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前往
参赛小学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支教活动，同时为参赛
球队所在学校捐赠足球装备，支持校园足球训练。

■ 本报记者 陈彬

临近春节，东星斑的市场开始
“升温”。这种深受各地市场欢迎
的鱼，是很多地方年夜饭的招牌菜
之一。

随着市场的紧俏，海南各地的东
星斑养殖户们也在紧张忙碌着。位
于万宁市和乐镇盐墩村的海南万诺
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养殖厂里，负责人
梁安海不停穿梭在各个养殖车间，细
致观察池里鱼儿生长情况，不时叮嘱
工人们一些注意事项。

“春节前后是东星斑销售旺
季，近两个月我们公司已出了近1
万斤的货，春节前几天还有一批
5000斤的订单，真是供不应求。”梁
安海说，东星斑成品鱼一般长到1.3
斤以上就可以出售，目前塘口价达
到120元一斤，十分受北上广和福
建省等地市场欢迎。

万宁近海一带适宜东星斑生
长，是海南东星斑养殖示范区和集
聚区，约占全省产量三分之一。当
地通过工厂化集约化手段，在占用
较少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实现了东
星斑的规模化养殖。

养殖池里，给排水管道、供氧

管道有序分布，一条条红色东星斑
成群结队，欢快游动，宛若一朵朵

“水中玫瑰”。海南东星斑肉质鲜
嫩，富含高蛋白，作为“海南鲜品”
区域公用品牌，是我省高端优质海
产品的一张靓丽名片。

然而，把东星斑养好，可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情。东星斑对养殖
环境要求很高，说它“十分娇贵”一
点也不为过。

养好东星斑，最重要的是水质
和水温。“这鱼是‘直肠子’，能量储
存能力弱，得按时喂食。池里的水
温一般不能低于21℃，否则就会影
响进食。”梁安海边说边用手拨弄
池子里的水。东星斑的生长周期
在 15—18 个月，这意味着每一条
东星斑成品鱼都必须经历越冬，因
此海南有大规模养殖的天然优势。

除了水温，东星斑对水质也很
挑剔。在育苗车间，全循环零排放
系统过滤海水，调节溶氧、酸碱度、
盐度等，对污染物无害化处理。“鱼
苗进场前，得先在这里‘调理身
体’，一般两三个月生长稳定后再
放到成品鱼池里养。”梁安海说。

养殖工人彭涛到厂里工作一年
多了，他的日常工作就是照料好这

些“小精灵”，按时给他们投料、换
水，做好清洁卫生。基本上两三天
就要清理一次池底，一周清洗一次
池子周围，每隔10天还要专门消毒
一次。

彭涛以前是养虾的，刚到这里
时，对怎么养好东星斑一无所知，
是在厂里的老专家手把手指导下
才学会的。厂里为了鼓励工人养
好东星斑，在给彭涛这样的养殖工
人制定 5000 元底薪基础上，根据
成活率、养殖周期等数据给予绩效
提成。“养好东星斑的学问很多，我
们都很认真学习，这不仅能提高个
人养殖技能，也能增加更多工资收
入。”彭涛说。

而作为厂里的“大管家”，梁安
海是最忙的人，他基本把家安在这
里，每天按时巡遍大大小小的池
子，一天下来能走大约3万步。

查看鱼群的上料情况，是梁安
海每天必须完成的一项工作。说
话间，梁安海往池子里撒了一把
料，鱼儿立即生龙活虎聚拢过来抢
食，“如果有鱼不积极抢食，那可能
就是身体出了问题，需要及时诊
断。”此外，每天还要观察鱼群排泄
的粪便，以确定肠胃、肝脏是否健

康；晚上趁鱼群睡觉，水流较为平
缓的时候，还得打手电筒去查看鱼
的表皮，确认是否出现病斑。

除了对水质要求极高，东星斑
对“食物”也很挑剔，基本都是从国
外进口的饲料。“虽然养殖成本很
高，但为了保证鱼肉品质，这些投
入都是值得的。”梁安海说。

目前海南万诺水产科技有限公
司约有400个东星斑养殖池，年出
货量达20万条。“我们打算年后新
建一个东星斑育苗厂，自己来做标
苗，这样能更好地把控鱼苗品质，
生产出更多好产品，做强我们海南
东星斑的品牌。”梁安海说。

（本报万城2月5日电）

新春走基层

海南为困难人员
精准建立就业帮扶档案
去年已有595人顺利上岗

本报海口2月5日讯 （记者易宗平）“就业
驿站就近帮我找的工作不错，下班后还可以照顾
家庭。”2月5日，海口市秀英区残疾人柯某感激
地说。像他这样的困难人员，在当地就业驿站帮
扶下顺利找到工作的，2023 年以来全省共有
595人。

为了有针对性地做好帮扶，我省按照“一人一
档、一人一策”要求，为有就业需求的残疾人家庭
和低保家庭等建立就业帮扶档案、制定就业帮扶
计划。2023年我省举办不同规模的专项就业对
接活动205场，在多场次、多岗位的活动中为困难
人员增加就业机会。

去年以来，我省就业部门组织开展“晴天行
动”和“敲门行动”：一方面，社区就业服务点工作
人员采取敲门入户方式，在走访困难群体中进行
求职需求登记和职业心理疏导，为他们撑起“就业
晴空”；另一方面，就业驿站工作人员深入多家企
业，做好岗位需求征集和沟通协调，千方百计帮助
困难人员拓展就业渠道。

■ 南方+记者 何嘉琪 赵威
海南日报记者 郭萃 彭青林

从海口到广州，往返1200余公
里，轮渡、高速，穿越山海——这条路，
海南货车司机何师傅跑了10余年。

临近春节，海南冬季蔬菜销量紧
俏，瓜菜北运的需求量增加，他也愈
发忙碌。

春运期间，琼州海峡繁忙异常。
据统计，2024春运开始以来，琼州海
峡日均过海车辆2.5万车次，其中货
车近6000辆。

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守护，在

货车司机们守护着千千万万市民“菜
篮子”的同时，船舶、高速公路上的工
作人员也在守护着他们安全顺利抵
达目的地。

赶路
满载海南果蔬 穿越山海

2月1日20时，距离春节除夕还
有八天，何师傅的货车在三亚市崖州
果蔬综合批发市场装满货，又一次踏
上北上广州的旅程。

丝瓜、茄子、青瓜、苦瓜……各种
蔬菜装满了9.6米的货车。时下三亚

最高气温接近30度，一路上运送时
间长、气温变化大，再加上堵车等不
确定因素，使得“南菜北运”的难度加
大，车主们纷纷往泡沫箱中加入冰
块，给果蔬们多加一道保险。

与往常不一样的是，这一趟，
何师傅的妻子跟他一块出车，“路
上货车很多，多一个人可以帮忙照
看一下。”

夜色中，货车尾灯打着双闪灯，
格外显眼。

22时，何师傅的货车第一次驶
入高速服务区，一下车，他就围着货
车一遍一遍地检查，雨篷是否绑得紧
实，门上的封条是否牢固。

此时，冷冻冰块已经有些许融
化，顾不上休息更多时间，夫妻俩赶
紧上车继续出发。

“这会儿排队的车还不算很多，
直接去椰海大道。”23时，何师傅的
货车进入海口市区，副驾驶座位上的
妻子盯着微信群中的消息，给何师傅
播报过海排队的实时动态。

午夜零时，何师傅的货车进入了
等待的车龙中，随着车流缓慢移动。

大雾，停航。2 月 2 日 0 时 40
分，何师傅听到这个消息时，虽然心
里已早有准备，却也有些忧虑：“一遇
到坏天气，上一趟排队过海，2公里
我们等了18小时，去年更有整整排
了两天三夜的经历。”

好在，这次停航的时间并不久，1
个小时后，琼州海峡又恢复通航。

过海
坚守海峡轮渡 保驾护航

2月2日7时，距离除夕还有七天。
经过一夜的等候，何师傅的货车

终于驶入了新海港大货车安检区，通

过安检、带齐资料，终于拿到了船
票。17号泊位前，何师傅的货车继
续排队，等待登船。

一辆接一辆，在码头工作人员
的指挥下，车辆装载进入船舱井然
有序。

等何师傅停好货车来到客舱，提
前下车的何嫂早已在客舱中找好长
凳，一个简单的枕头和被子，便是他
们在船上临时的床具。

周围环境有点嘈杂，但当脑袋沾
到枕头，何师傅就自动屏蔽掉任何声
音。只有抓紧一分一秒的时间休息，
才能为接下来的行程积蓄精力。“过
海很平稳，所以我们也感觉很安心。”
何师傅说。

就在此时，“铜鼓岭”轮船长陈明
的忙碌仍在继续。

12.2海里的航程，陈明全程都要
站在驾驶室，全神贯注地发出各种指
令，一趟航程下来，虽然累但值得：

“我看到整个航次这么多人平安到岸
之后，大家都笑着下船，我们就很满
足。”

这已经是陈明在琼州海峡渡轮
上担任船长的第8个年头。1992年
航校船舶驾驶专业毕业后，他就在琼
州海峡的轮渡上保障两岸的航运往
来，一干就是32年。在担任船长的8
年中，陈明的每一个除夕都在船上度
过，轮渡船24小时不停航，不能回家
的船长和他的船员们，只为送更多的
人回家过年。

11时，当船舶缓缓靠近徐闻港
码头时，何师傅被电话铃声吵醒，货
主的电话接连打来，“快到港了，今天
肯定能到广州。”

除了车上的货确保按时新鲜送
达，何师傅惦记的还有回程的订单，

“刚才有一趟今天下午从顺德回万宁

的单，可惜时间来不及了。”何师傅和
妻子拿手机反复刷新着。

“春运进出岛的车辆实在太多
了，以往三天基本可以跑一个广州往
返，但是现在的时间谁也不敢保证。”
何师傅说。

抵达
下一趟，便是家的方向

11时 30分，渡轮到港，何师傅
早早地下到货车中，等待着听指挥
下船。

看着对面进港道路上等候的车
龙，让何师傅多了一丝担忧，“我们回
来的路上可要抓紧。”这一趟出岛，原
本何师傅想着还能再拉一趟货，然后
回万宁老家过年，返程的路况不禁让
他重新考虑。

在高速口，何师傅熟练地驶入绿
色通道，“走绿色通道会快一点，确保
车上的蔬菜能早一点送到货主手里，
也可以省去高速费，让我们能多赚一
点。”一路上，何师傅一直保持着全神
贯注，又经过七小时的高速行驶。

2月2日19时，何师傅的货车驶
入广州江南批发市场。何嫂熟悉地
跳下车，为丈夫指引倒车的方向。看
着一个个装满蔬菜的泡沫箱卸下车，
夫妻俩终于松了口气。

这趟耗时近24小时的春运物资
保障之旅，从三亚到广州，跨越山
海。很快，这些来自海南的瓜果蔬菜
就会出现在广州街坊的餐桌之上。

这一趟旅程的结束，就意味着下
一趟的启程。片刻的轻松之后，何师
傅和妻子开始联系下一单的货主，挑
选着合适的订单，“好在，下一趟，就
是家的方向。”

（本报海口2月5日讯）

往返1200公里，一场披星戴月的春运守护

工人展示养殖的东星斑。本报记者 王晖琛 摄

儋州打造
“1+1+N”人才政策体系

本报那大2月5日电（记者吴心怡 特约记
者刘畅）儋州持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打造具有儋洋特色的“1+1+N”人才政策体系，
高质量推进儋州洋浦两地人才政策优化与融
合。这是2月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儋州市举行
的“四方英才聚儋洋 同心共建自贸港”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的。

儋洋一体化以来，儋州人才体制机制日趋完
善。“1+1+N”的第一个“1”，是《关于实施“东坡育
才计划”的若干措施》。第二个“1”，是《关于进一
步加快补齐人才短板的若干措施》。“N”则是指围
绕这两个综合性政策，配套出台的人才认定、补贴
发放、住房保障等18个实施细则。构建“1+1+
N”人才政策体系，是促进儋州洋浦人才链与产业
链深度融合的探索措施，旨在为儋州洋浦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往返海南广东的货车司机何师傅。南都、N视频记者 张静 摄

海南东星斑凭借优良品质畅销国内市场，价格不菲却供不应求

水中玫瑰，这样养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