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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懿

“泡椒每斤 7 毛多，收成也不错
……”2月14日，澄迈县永发镇侍郎村
的农户符海抓紧采收地里的泡椒，新年
瓜菜销售“开门红”让他开心不已。

当天，同样开心的还有澄迈县永发
镇农业服务中心的检测人员颜丽姣。

“你们村的瓜菜经过检测均合格，
两个合格证要收好，瓜菜才能离岛出
售。”颜丽姣笑着将抽检样本和合格单
交给侍郎村的工作人员。正逢冬季瓜
菜的产销旺季，在永发镇的农业服务
中心里，这样的抽样场景每天都要上
演无数次。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其中一张“合
格单”全称为《海南省农产品农残检测
报告单》，明确写有抽样日期、抽样方
法、抽样地点以及抽样机构等信息，“合
格”二字最为显眼。

据了解，永发镇是澄迈县冬季瓜菜
的主产区。因此，为保证离镇出岛农产
品的质量安全，守护百姓餐桌安全，永
发镇也将基层监管和检测窗口前移，在
镇域内设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和
检测服务站，配备专业检测人员，确保
村村有专人管、有地方检。

自冬季瓜菜上市以来，颜丽姣每天
都在永发镇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乡村和
检测中心间来回奔波，取样、送检、出报
告。

“只要瓜菜收购商发货，即使半
夜两三点，我们也要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取样检测，确保出岛瓜菜质量安
全。”颜丽姣告诉记者，每年冬季瓜菜
上市季节都正逢春节假期，也是她和
同事最忙的时候，“过年大家也只能
轮流休一天。”

“如果出现不合格的样品，我们会
继续定量分析，分析结果，如果属于国

家禁用的农药或者常规农药超标，直接
就地销毁处理。”颜丽姣以泡椒为例告
诉记者，对泡椒采取随机5个点取样方
式，检测合格后会发放《海南省农产品
农残检测报告单》和《海南省承诺达标
合格证》，只有持双证才能出岛。

随即，颜丽姣又准备前往侍郎村，
采集样本。

“阿叔，要合理控制施肥量。”颜丽
姣一边采集豇豆，一边与农户田间沟
通，宣传和传授瓜菜栽培知识、农作物
病虫防治技术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
及检测的意义，提高种植户对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认识。

月满枝头，颜丽姣再次回到农业服
务中心，抓紧时间开始检测。

“检测速度快一点，农户的瓜菜就
能早一点上市，稳定收入，开心过年。”
说罢，颜丽姣钻进实验室，忙碌起来。

（本报金江2月16日电）

澄迈县永发镇：

好瓜菜“持证上桌”“菜篮子”稳产保供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万春会的下半场果然更精彩！”2
月15日晚上，祖孙三代一起赏过海口
万春会的夜景后，海口市民郑启航发出
这样的感慨。

为什么是下半场？郑启航解释，因
为逛万春会是全家每年过年的例行活
动，但奶奶符运花已经77岁，而且需要
坐轮椅。考虑到奶奶的身体情况，今年
只能分两次去，一次在白天，看春花烂
漫，一次在晚上，看灯火璀璨。

近日，在万绿园西门，海南日报记
者碰上了符运花一家7口。彩灯搭建
的红色门头喜气洋洋，正中间是“2024
年海口市第十六届万春灯会”几个大
字。拍完全家福，在小孙子郑启航的鼓
动下，符运花坐在轮椅上，又笑眯眯地
拍了几张单人照。

“听说今年花样更多，更想来看
看。”符运花说。

跟着符运花一家的脚步，记者也打

卡了时隔4年重新开启的万春会。
万绿园里，绿是主色。但万春会期

间，偌大的公园里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的
花灯和穿着五颜六色的市民游客。

作为 2024 年海口第十六届万春
会主会场，记者注意到，万绿园的花灯
分散在步道两旁，涵盖了“神话、古代、
童年、当下与未来”等元素，有航天主
题的科技感花灯，也有苏轼举杯邀明
月的古韵灯组，既有憨态可掬的熊猫，
也有摇曳生姿的水母，还有呼应龙年
的大型祥龙……可谓步步见灯、处处
是景，吸引了许多市民游客驻足赏灯，
拍照留影。

“灯多，人更多，比过去任何一届都
多！”符运花笑道。

也许因为今年是龙年，祥龙花灯格
外受欢迎。龙正面的位置是拍照黄金
位，一波拍完照的游客前脚刚走，新一
波游客又迅速补上。

眼看上一波游客放下手机刚要走，
郑启航立即机敏地蹿到中间占住位置，

大声喊家人去拍照。
在万春会，喊人拍照的声音此起彼

伏，可以明显辨别出来自天南海北的不
同方言。

和符运花一家前后脚拍照的游客
曹方来自天津。他告诉记者，这是他第
一次和家人在海口过春节，前几天已经
逛了骑楼老街、海口湾，充分感受到了
海口的烟火气和文艺范儿，今天来逛网
友们推荐的万春会，“这么多花灯灯笼，
看着就心里高兴。”

年味儿是中国人对春节的共同期
盼。即便身体不便，符运花发现，和她一
样坐轮椅来逛万春会的人并非寥寥。一
路游玩下来，她已经碰到了六七个。

精彩不止于此。记者从海口市旅
文局了解到，除了万绿园主会场外，凤
翔湿地公园分会场将举办琼山换花灯
会、换花美食节等活动，海瑞文化公园
分会场将开展新春游园、主题市集、沉
浸式演艺等活动。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

海口万春会：

昼赏春花夜赏灯 欢乐游园品年味

我在岗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杨睿

“大副，现在待渡场有小车307辆，大
货车43辆，挂车32辆，请问怎么装载？”

“各位乘客请下车，拿好身份证到
前方客运站登船，司机请根据指引上
桥登船。”

2月14日晚11点，海南铁路海口
南港，王雨正在询问作业计划，组织车
辆和旅客准备登船。

作为海南铁路海口机辆轮渡段一名
车管员，王雨主要负责组织车辆候船、登
船、验票等系列工作，春运以来平均每天
都要组织1000多辆汽车过海，小到摩托
车，大到货车，每一辆他都要提示到位，
确保每名旅客、每辆汽车安全顺利登船。

今年30岁的王雨是安徽合肥人，
大学一毕业就来到铁路南港，从事车

管工作已经7年多。工作中，他是名副
其实的业务骨干。

每次接班，他都提前了解航班计
划，并且时刻关注待渡场车辆动态，组
织好各岗位车管员及时调车、备车，并
且积极与每一个航班的工作人员沟
通，快速确定装载方案，提升装卸效
率，帮助更多旅客能够尽快踏上旅途。

面对突发状况时，他总是第一时
间赶到事发地点处理。大年初四晚，
正在指挥车辆待渡的他突然听到电台
里的呼叫，“王雨，王雨，有一辆小车在
待渡场亏电无法启动了，请过来支
援。”他立即拿着备用电池和连接线找
到故障车，熟练地为故障车搭电，帮助
故障车成功启动。

王雨说，在港口工作，给小车搭电
是常有的事，有时遇到车辆故障无法

启动，还要及时将其推到不影响作业
的地点，道路拥堵时也要及时赶到现
场疏通，“总之就是要保障港区车流始
终畅通有序。”

今年春运，妻儿提前回到新疆的
娘家，他则一心一意投入到紧张忙碌
的工作中。

大年三十的晚上，细雨蒙蒙，寒风
瑟瑟，这是他第6次与同事们一起在岗
位上迎接新年的到来。临近零时，他
与家人简单打了一个视频电话，向远
方的家人致以新年的问候，然后转身
便投入到新的航班运输工作中。

王雨说，虽然每次这个时候特别
想念家人，但他清楚自己的工作能让
更多的旅客回家团圆，看到他们开心
地上船，自己的付出就是值得的。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

海南铁路海口机辆轮渡段车管员王雨：

当好“摆渡人”守护团圆路

■ 本报记者 王赫

“这里备有矿泉水、零食，请您随
时取用……”2月16日下午，海口市秀
英区长乐路一处旅客服务点，几名身
穿“蓝马甲”的青年志愿者正在为旅客
服务。

最近几天，进入春节长假返程高
峰期，人流量、车流量持续增加。按照
省、市政府部署要求，共青团海口市委
员会联合海口市秀英区委紧急响应并
启动待渡车辆应急志愿服务，为新海
港港区外滞留车辆和随行旅客提供应
急物资保障、交通引导、信息咨询等志
愿服务。

2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在进港
排队现场了解到，根据路面车辆滞留
情况，海口在港区内G15查验点、人车
分流点、服务大厅，港区外滨海大道、

滨角路、长乐路等道路沿线及五源河
体育场、长影100待渡停车场设立了
18个临时应急保障志愿服务点。采用

“固定+流动”形式开展志愿服务，覆盖
全部滞留路段。

“这次志愿服务时间紧、任务重，
我们面向社会组织、各级团干部、区机
关党员干部招募储备24小时应急志
愿者轮班服务，循环动态参与各应急
保障志愿服务点工作，且在春节假期
服务‘不打烊’。”共青团海口市委员会
负责人介绍，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海
口市发改委等11家市直机关单位包
点支援，派出党员干部参加各点位志
愿服务。此外，开发了“出岛旅客智能
服务助手”微信小程序，提供智能电子
地图、智能寻车位、电动车充电桩查
询、志愿服务点位查询和酒店商场公
厕查询等便民查询服务。

“我们在点位上提供饮用水、干
粮、医药箱等应急物资，发放温馨提示
卡，引导大货车司机、待渡小车旅客及
时关注港口动态和交通实况。”海口市
志愿者孔庆文表示，我们准备了充足
的物资，免费发放给滞留旅客。同时，
还主动对情绪焦躁、心情焦虑的旅客
进行安抚，并提供志愿“捷”拍暖心服
务，为旅客拍照并赠送用照片现场制
作的龙年纪念卡片。

志愿者忙碌的身影为春运增添了
一抹亮色，助力群众安全有序出行，共
同守护春运平安。截至目前，海口在
今年春运期间累计组织上千名志愿
者，开展3440余人次志愿服务，服务
旅客近90万人次。累计发放八宝粥
2609箱，饼干1340箱，泡面967箱，矿
泉水3641箱。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

海口上千名志愿者为旅客提供服务

热心“蓝马甲”温暖出行人

本报讯（记者吴心怡 特约记者符
文倩）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昌江
海尾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该
公园的红外相机首次拍摄记录到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椰子狸的活动
踪迹。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显示，这
只椰子狸斑纹清晰，体型比家猫略大，
夜间在林中觅食。据了解，椰子狸是
杂食动物，它们主要食用水果，例如浆

果和多汁水果。它们可帮助植物散播
种子，因此有助于维持原始森林的生
态平衡。

据悉，椰子狸又名椰子猫，为热带
地区较典型的林栖动物，通常生活在
原始森林。椰子狸是树栖动物，常与
果子狸、鼯鼠、巨松鼠、长臂猿等在同
一环境中栖息，喜好住在古木树洞
等。在中国南部，由于栖息地破坏和
过度狩猎，椰子狸在野外多数地区已

难寻踪迹。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猫
屎咖啡就来自于椰子狸食用并经消化
排出的咖啡豆。

“椰子狸的出现让湿地公园的生物
多样性提上一个台阶。”海南昌江海尾
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薛美丽
表示，该公园将在椰子狸出现的地方增
设红外相机进行监测。薛美丽介绍，监
测中还发现红喉歌鸲、黑喉噪鹛、豹猫
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猫屎咖啡制造者——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椰子狸现身昌江
本报文昌2月16日电（记者刘梦

晓）2 月 21 日至 28 日，“铜鼓岭杯”
2024年全国射箭冠军赛将在文昌举
行。全国射箭冠军赛连续5年在海南
举行，今年的冠军赛共有32支队伍、
500余人参赛。

本次比赛设男、女子个人赛，男、女
子团体赛及混合团体赛。排位赛和淘汰
赛将于2月21日—27日在位于文昌市高
隆湾白金海岸的海南省射箭训练基地进
行，决赛将于2月28日在文昌市椰子大
观园进行，以便于市民观赛及体验射箭运

动。
本届射箭冠军赛高手如云，国家射

箭队的佼佼者将悉数出战，北京、上海、
香港等全国各地精英将汇集于海南文
昌。东道主海南队有8名箭手参赛，创
近年来参赛人数新高。

海南省射箭协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得益于海南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国家射箭队连续3年在海南冬训，今年
韩国仁川队也来琼冬训，并与国家射
箭队进行友谊交流赛。今年冠军赛有
8名海南选手参赛，这是我省多年来坚

持推广射箭运动取得的成果，希望未
来有更多群众参与射箭运动，让更多
海南选手走向全国赛场。

据了解，全国射箭冠军赛是全年
全国射箭竞赛的重点赛事，是国家射
箭队备战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练兵
战。冠军赛连续落地海南，对进一步
推动射箭运动在海南的普及推广具有
重要意义。近两年，冠军赛走进景区
景点，积极推动“体育+旅游”融合发
展，助力海南省创建国家体育旅游示
范区。

全国射箭冠军赛21日在文昌开赛

春节假期，游客在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与村中的歌舞队一起跳黎族共同舞。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 2月16日，在儋州市兰洋镇海垦旅游樱花庄园动物大世
界，小朋友在给骆驼喂食。 本报记者 陈若龙 通讯员 冼贺 摄

➡ 2月15日，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来自北京师范大
学万宁实验小学的8岁讲解员夏钰涵在向游客讲述海洋故事。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