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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书喜

2 月 10 日，大年初一早上，薄雾
笼罩着华能洋浦热电厂，远远望去，
两根高耸的烟囱顶端，几盏小红灯不
停地闪烁。

在办公楼三楼中控室，巨大的电
子屏幕上，各种数据在不停地跳动。
运行值班员腾根茂坐在电脑前，盯着
屏幕上的数据，不时通过对讲机跟正
在机房巡查的同事交流。

作为发电厂的值班员，腾根茂和
同事没有节假日的概念，哪怕是春
节，也一样在岗。“这是我们的工作常
态。”腾根茂说，轮到谁，谁就值班，除
非有事，才跟同事调班。

走进发电机组厂房，只听到机器轰
鸣声，不见一个人影。“我们厂设备先
进，智能化高，如果机器有什么问题，通
过中控室即可监测到，不需要专门安排
人在厂房值守。”值长黄传海说。

华能洋浦热电厂是我省最大的清
洁能源热电项目，总装机容量99万千
瓦，使用2台9F级燃气—蒸汽联合循
环热电机组，采用燃气—蒸汽联合循
环方式实现绿色低碳能源供给，能源
利用率比常规火电机组提高 30%以

上，年发电能力约40亿千瓦时，年供
热量约 1038 万吉焦，年节约标煤约
28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45 万吨。
该项目还启用了国内首套年捕集
2000吨燃气烟气二氧化碳装置，二氧
化碳捕集率达90%以上，有效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

据华能洋浦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
蔡翔介绍，为了做好春节生产，公司
提前谋划，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制定春节期间保电方案，主要领导带
队开展节前安全大检查，地毯式排查
生产现场设备存在的隐患并及时消
除。落实人员值班值守，加强设备巡
检，做好设备维护工作，确保春节期
间安全稳定供电和可靠供热。

除了保供电，华能洋浦热电厂还
为洋浦石化功能区4家主要石化企业
供热。今年1月份以来，该公司在海
南省发改委的牵头组织下，完成了东
方海气的试烧工作，目前已经陆续用
上东方海气。后续将进一步加大海
气的使用量，提升海南一次能源保障
能力，确保海南电力供应和洋浦石化
功能区供热。

（本报洋浦2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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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王鹏皓

2 月 10 日，大年初一，19 时 30
分，凤凰岛灯光秀将三亚湾装扮得金
光璀璨，五支彩色“凤翎”像宝石点缀
海面……280名游客乘着“启诚168”
号游船，开启了梦幻般的夜游美丽三
亚湾之旅。

“我代表三亚港航公安给各位朋
友拜年！春节我在岗，安全不打烊，
港航民警为您保驾护航！”在《难忘今
宵》的歌声中，海南省公安厅港航公
安局三亚分局政委邢孔坚带领民警
向游客赠送“福”字，游客们则开心地
拿着“福”字与民警拍照留念，共同记
录下这温暖动人的一幕。

“启诚168”号游船长42米，拥有
298个客位。对于民警来说，要在船
舱错综复杂、人员设备众多的游船里
快速完成安全检查，需要一双善于发
现细节的眼睛。

“好汉，你这好刀不入鞘啊，还好今
天过年，龙王不发飙。”民警将茶水间的
水果刀收纳固定好，平时严肃的游船安
全检查，也因过年而多了几分幽默，“能
通过一些‘梗’让大家记住安全细节，真
正减少安全风险才重要。”

“救生筏检查快到期了，有没有定
检修计划呢？”民警询问船上安全员

设备维护情况。“年后我们就会进行
维护检查，而且船上所有灭火器，都
已经在年前更换过一次了，这个您放
心！”安全员认真回答。随后，民警还
对船舱应急药品配备、船方火灾演练
台账、船员信息登记表等情况进行了
检查。

“太美了，鹿回头、半山半岛、椰
梦长廊……”饱览海岸线一路风景，
游客们纷纷登上三层甲板拍照。“海
风大、船体不稳，小心落水啊……”民
警穿梭在游客间不时发出提醒。

“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员工正看春
晚吃饺子呢，看到民警过来巡逻，招
呼他们进来吃口热乎饺子，可他们说
还要巡逻，婉拒了。”启诚游船负责人
李洋感慨道，“自从去年 8 月‘启诚
168’号游船经营以来，三亚港派出所
对我们的普法宣传、安全检查、巡逻
防控就一天没停过，给足了我们安全
感。”

据悉，三亚港游轮码头文化市集
春节前每天接待游客近3000人，大年
初一过后，游客数量再次达到高位。
三亚港派出所所长钟文彪表示，三亚
港航公安将坚决执行春节旅游安全
保障部署，热情服务，全力保障三亚
港区旅游市场秩序稳定和游客安全。

（本报三亚2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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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当“南方小土豆”勇闯东北的时
候，远在海南的“候鸟”老人又过着怎
样的生活？2月7日上午8时30分，
在东方市文化广场上，锦绣蓝湾小区
的“候鸟”老人身着鲜艳服装，整齐排
列，准备开始早课。

周萍，紫红色上衣和白色的裙摆
装束，舞姿优美，在人群中很醒目。
若不是她自己介绍，很难想象她已经
70岁出头。她是江苏人，担任锦绣蓝
湾新疆舞团团长。

2017年，周萍在东方锦绣蓝湾
小区购房，每年11月至次年4月来到
这里过冬。2018年，她加入了小区
组建的新疆舞团。

伴随歌曲《幸福沙雅》明快动感
的节奏，她与丈夫翩翩起舞，对视、翻
手腕、移颈、旋转……舞步或轻盈飘
逸，或热烈奔放。

2021 年，东方文化广场建成。
“我们高兴呀，终于有了跳舞锻炼、观
赏演出剧目的好去处。”周萍说，此
后，周一至周五上午，舞团就在文化
广场上早课，“文化馆的舞蹈排练厅
对我们免费开放，我们会去那里排
练。”

近些年，该舞团逐渐发展壮大，
由最初 100 多人，发展到如今的
200多人。以往，该舞团主要在小
区及周边演出。今年舞团带着新疆
舞《美丽的微笑》登上了东方市组织
的文艺活动舞台。而且，今年1月，
东方大剧院免费为该舞团等文艺团
体提供了舞台设备和专业的剧场服
务。

“当地政府对文化事业发展很支
持，东方大剧院提供的专业的剧场服
务也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温馨和关
怀。”周萍说，今年，从东方教育系统
退休的一名当地教师，还教舞团成员
学习黎族舞蹈。

“从去年11月来东方，到目前已
排练演出了十多个节目，受邀参演的
机会越来越多了。”她坦言，海南东方
是她的“第二故乡”，发展舞团成了她
的“第二事业”。

此外，东方大剧院持续引入的
精品演出，同样丰富了她的文化生
活，让她在家门口享受文化盛宴。
据初步统计，今年来东方过冬的

“候鸟”老人约 26 万人，创历史新
高。

（本报八所2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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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上线
12分钟看雨林茶事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陈彬）“海
南雨林大叶茶”主题电影短片《种太阳》2月
12日正式上线，助力“海南鲜品”区域公用品
牌宣传推广。

该短片由省农业农村厅出品，知名导演
宁浩担任监制。片中讲述了一个温情故事，
主人公张童童的爸爸是一名矿工，喜欢喝海
南五指山的茶，因为长在海南热带雨林里的
茶叶蕴含阳光的味道。为了让爸爸时常有阳
光陪伴，张童童跟同学在五指山雨林春游时，
悄悄摘下茶叶种在雨林里阳光最充沛的地
方，希望能种出“有阳光的茶”，把它送给爸
爸。全片时长近12分钟，茂密的参天大树、
和煦的南国暖阳、生机勃勃的茶园，镜头中充
满浓郁的热带雨林风光，凸显了海南雨林大
叶茶生态绿色的优良品质。

■ 本报记者 刘晓惠

“巡村啰！”2月12日凌晨5时，
天未亮的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儒成
村，便在锣鼓声声中开始了“公期”。

十几位青年壮汉穿街过巷、打鼓
巡村。领头的敲锣人用一支锣槌挥
洒激情，身后队友跟随着节奏摇摆，
声音铿锵有力，队伍浩浩荡荡，年初
三的村子马上热闹起来。家家户户
敞开大门、摆上香案，大家伙儿在家
里翘首以盼，祈愿来年顺顺利利、平
平安安。

“公期”是不少海南人正月里要
办的头等大事。在全省的“公期”日
历中，儒成村算得上是较早一批过

“公期”的地方。当天，村民们既要祭
拜，也要宴客，各家都拿出“顶配”手
艺和菜品招待赴宴宾客，不论亲朋好
友还是朋友的朋友，甚至路过的邻
里，“来的都是亲戚”。

在村民郑保科家里，凌晨4时已
是灯火通明。大人们忙着筹备宴席，
孩子们也在一旁凑热闹、打下手。白
斩文昌鸡、红焖黑山羊、烤乳猪、红烧
五花肉、腊肠炒豆角、虾酱地瓜叶
……乡土味十足的“公期”菜单，道道

令人垂涎。
为了过好“公期”，郑保科从半个

月前就着手准备，订购食材、联系戏
班、打扫庙宇、组织队伍……在他看
来，“公期”是海南民俗文化的重要组
成，更是每年亲朋好友相聚的喜庆日
子，必须投入百分百的精力来准备。

巡村仪式完毕，已到中午。各家
各户“无缝衔接”，开席宴客，烟火气
袅袅。

饭桌上，76岁的村民郑人亲回忆
起年轻时的巡村经历，“从这条街游
到那条街，绕村一圈，风光无比，满满
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午饭过后，68岁的陈阿婆带着
孙子孙女去村口的小卖部买玩具，
笑眯眯地走在遍地火红鞭炮纸的小
巷，边走边说着关于“公期”的故
事：“不要忘记儒成村的‘公期’是
正月初三，长大了也要记得回来吃

‘公期’！”
下午 5时，村民们又聚到村庙

里，往八仙桌上摆满鸡、鸭、鹅等，接
着办起各式各样的活动。喜庆氛围
里，大家传承着民俗文化，声声道贺，
盼着日子越过越红火。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

灯会亮灯
崖州古城流光溢彩庆新春

本报三亚2月12日电（记者刘杰）2月
10日晚，三亚崖州鳌山灯会亮灯仪式在古城
门举行。现场彩灯交相辉映，五彩斑斓。本
届鳌山灯会将从2月10日起至2月24日，连
续亮灯15天，供市民朋友游览观赏。

当晚，来到古城门前，一条飞龙彩灯便映
入眼帘，威猛而瑰丽，宛如天际的神龙，巨龙
啸天，龙头昂扬，以腾飞之势盘旋矗立，喜迎
八方来客，熠熠生辉地昭示着新一年的蓬勃
与昂扬。

跟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涌动，穿过文明
门，夜色如墨，灯火辉煌，一组大型灯组映入
眼帘，钟芳、黄道婆等古代名人立体灯、十二
生肖灯……百余盏花灯交相辉映，使得鳌山
灯会璀璨耀眼，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并拍
照留念，好不热闹。

从黑龙江来到崖州旅游的杨先生和家人
一起前来逛灯会。“这是一场视觉的盛宴，也
融合了崖州的特色，仪式感拉满。”杨先生深
有感触地说。

“此次鳌山灯会融合了传统节日文化和
崖州历史文化，希望通过此次灯会活动的举
办，吸引更多游客来到崖州，了解崖州古城的
民俗文化，弘扬崖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崖州区相关负责人说道。

■ 本报记者 刘宁玥

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
山镇松涛村番企村民小组村民赖志
明骑摩托车载肥料进山，进行春节前
最后一次橡胶林管理。

“通往橡胶林的路变得平整结
实！”路过一座新修的漫水桥，他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村民以后用车装肥
料、运橡胶水更安心了，不再担心物
资因路途颠簸而撒漏，行车也更安
全。

脚下，万泉河支流缓缓流淌。河
水一侧是番企村民小组30多户村民
的居所，对岸是他们的槟榔、橡胶
树。“这座桥是番企村民小组的生产
要道。”松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李海进说，过去，大家要从山的另
一侧绕过去，路途崎岖遥远；10年前，
大家用石头、沙子在河道口建起一座
漫水桥，往返时间缩短了2个小时，
此后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村民日子越
过越红火。

然而，这座桥日渐破损，修补多
次，桥面颠簸不平。2023年7月，台
风“泰利”到来期间，河水冲塌了旧
桥。“这次损毁格外严重，桥身垮了一
大半，碎石四处滚落，还堵住了一部
分河道。”松涛村驻村第一书记洪伟

荣说。
台风过后，便是生产旺季，可没

了这座桥，橡胶割不了，槟榔摘不到，
村民只能蹲在村里干着急。有几次，
赖志明习惯性地走到河道口，发现前
面没路，无奈回家。

继续修还是重新建？在驻村工
作队协助下，松涛村“两委”干部与群
众反复磋商，最终决定建一座新桥。
2023年8月初，黎母山镇政府、帮扶
单位、松涛村委会三方出资，筹集修
桥资金7.78万元。

寻找施工队也费了一番工夫。这
座桥地处偏僻，材料运输成本高，加上
连绵不绝的大雨，没有施工队愿意承
接这个项目。村“两委”干部、驻村工
作队四处奔波，终于在去年11月找到
了施工队。“我们请施工队到现场勘
察，解释村民的不易，这才打动了他
们。”洪伟荣回忆道。

割胶时节一天天过去，晚一天通
桥，村民就多一天损失。今年1月中
旬，新桥顺利通车。这次，不光有了
结实的水泥桥体，施工队还打了地
基，建了挡土墙。“以前过桥要小心翼
翼，现在是大摇大摆地过。”赖志明边
说边开玩笑地跺了跺脚，感受桥面的
坚实。

（本报营根2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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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岗

2月10日，在儋州市峨蔓镇火山海岸
省级地质公园，游客在游玩观光。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22月月1212日日，，在三亚海棠区滕海社区后海村在三亚海棠区滕海社区后海村，，游客在浪尖跳跃游客在浪尖跳跃、、冲刺冲刺，，享受假期时光享受假期时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袁琛袁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