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建设“提进度”

近日，在湾岭园区南国果蔬食品精深加
工基地建设项目现场，3栋崭新的办公楼矗
立，一层200多米长的厂房初具雏形，塔吊
不停地运输建设材料，工人在现场有序施
工。据施工方介绍，该项目于2023年10月
开工，目前主体结构基本建成，将于2024年
12月完工。项目建成后，将由海南南国集团
旗下子公司——海南南国椰子饮品有限公
司运营，进行冷罐椰汁、咖啡等农产品的加
工制造。

在湾岭园区，不少品牌响亮、“农”字当
头的项目正如火如荼地施工，为扩大有效投
资、加快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我们围绕热带果蔬、茶叶、南药等农产
品加工产业进行产业集聚布局，已成功引进
南药加工、椰子食品加工、热带果蔬加工、茶
叶精深加工、绿橙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
等40余个优质项目，其中有十余个项目正

在加紧建设。”园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称，各项目均采取挂图作战、倒排工期的方
式，抢抓施工进度。

湾岭园区还努力构建谋划一批、储备一
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高质量
项目推进新局面。琼中县委、县政府组织园
区管委会等相关部门多次召开项目谋划储
备专题会议，紧紧围绕地方产业发展重点和
特色，着力引进、实施一批强链补链延链项
目，巩固和增强园区欣欣向荣发展态势。

目前，湾岭园区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效
益进一步凸显，还引入现代物流服务业、电
子商务业及金融服务业等配套产业，配套服
务不断完善。下一步，园区将继续坚持党建
引领发展，切实发挥园区党建联盟作用，通
过建立联企秘书工作机制，实地走访施工项
目现场，加强项目建设指导服务等举措，有
序推进投资提质增效。

“建设初期，我们要办理项目规划许可
证和施工许可证，以为像往常一样要等待1
个月，没想到上午去申报，下午就办结了。”
海南南国椰子饮品有限公司现场代表房少
杰对园区的审批服务速度记忆犹新。

据悉，琼中实施“以规划代立项”“以区
域评估取代单个项目评估”等9项改革措
施，由园区“极简审批”升级为“特别极简审
批”，项目审批压缩时限90%以上，实现“7×
24小时”全天候帮办代办服务。截至目前，
湾岭园区已累计为建设项目节约办理时限
超过1000个工作日。

近年来，琼中持续优化湾岭园区营商环
境，除了提升审批服务质效，还推行联企秘
书制度、“一对一”跟踪服务和2小时问题上
报解决机制，并在海口设立海关技术中心湾
岭工作站，提供海关业务技术咨询，为园区

企业提供报关、报检、结付汇核销、出口退
税、网上支付等“一站式”快捷服务，当好“排
头兵”，擦亮园区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湾岭园区的建设还得到全县各部门的大
力支持——琼中县营商环境局制订《关于建
立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企业全生命周
期服务机制的工作方案》，构建企业全生命周
期服务琼中品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琼中县
人民法院湾岭法庭工作人员到海南湾岭农产
品加工物流园进行普法宣传和法律指导；琼
中县水务局深入园区解决供水难题……一系
列举措推动湾岭园区2023年营收同比增长
18.92%，税收同比增长35.6%。

“新的一年，我们将以企业服务为抓手，
了解企业困难，并做好政企对接桥梁，用心
用情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湾岭园区管
委会有关负责人说。 (撰文/曾月)

园区服务“提温度”

走进海南臻格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工
厂，一阵木瓜香扑鼻而来。生产线上一片
繁忙，机器轰鸣作响，将一个个木瓜加工制
成木瓜粉；工人们手脚麻利，有的分拣木
瓜、有的检查设备、有的忙于抽检样品……

“我们在今年1月正式投产，年后第一时间
复工，争取早日见效益。”该公司负责人任
亚明说。

据悉，臻格食品是一家海南本土食品加
工企业，在2020年初就看中湾岭园区的区
位和产业定位优势，开展买地、筹建等工
作。如今，工厂引入全新的生产设备，利用
喷雾干燥工艺，将各类热带果蔬制成粉末，
年产果蔬粉约2000吨。

除了木瓜，产自当地的琼中绿橙、红茶、
胆木也纷纷“亮相”生产线。湾岭园区各企
业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奋进
姿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以实干实绩实效
助推“开门红”。

在海南森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仓库满
满当当堆放了150余吨胆木，这些胆木被工
人推到生产线上，经过机械切割、高温加热，
浓缩提取，变成一瓶瓶具有药用价值的胆木
浓缩液。自动化控制室内，技术人员符大年
牢牢盯紧屏幕上各项数据，并不时与工人对
接沟通，调整生产设备。“现在正是生产旺
季，大家都全身心投入工厂生产中。”他解释
道，这些浓缩液是药品胆木浸膏糖浆、胆木
浸膏的原材料，需要大批量送到海口的工厂
保障进一步加工。

此外，海南沁味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的绿橙酒、海垦热作产业集团旗下海垦茶
业生态科技园的“白马骏红”系列红茶产品
也陆续产出向外销售。

人勤春来早，功到秋华实。湾岭园区管
委会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对接用工需求，推
动各企业投产运营，为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强劲动力。

企业生产“提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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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山栏酒庄生产的山兰酒。 方山 摄

在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的海南臻格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工厂里，工作人员在检测样品。

方山 摄

在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海南森祺制药有
限公司工人正在忙碌。 方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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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潮涌动，万象更新。放眼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好春光不只绽放在田间地头、果园花圃、
热带雨林，也在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区（以下简称湾岭园区）的项目工地、生产车间、服
务中心。

一栋栋工业楼拔地而起，一件件农产品打包出厂，一个个部门配合保障……在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湾岭园区各优质项目火热开工，机械轰鸣、果蔬飘香、人潮涌动，
奏响拼经济、拼发展的号角；园区管委会全力以赴抓项目、稳经济、促发展，力争首季“开门红”。

琼中这家酒庄潜心研制8年，打造
高端山兰酒生产线——

以匠心酿黎族好酒
八年的光阴，足够让一棵果树成熟落果，足够让

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成长为能说会写的孩童，也足
够让一家藏在深山的酒庄破茧成蝶。

2016年，海南山栏酒庄有限公司落户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创始团队“蜗居”在一间旧厂房，以黎族
传统佳酿山兰酒为脚本，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做
研发，以真诚守正的态度讲好山兰稻文化故事……
历经8年磨砺，酒庄完成了对酿造设备进行整体改造
提升，形成年产山兰酒960吨的能力，推出“拙酎”“花
半时”“黎匠”三个系列产品，在支撑琼中山兰稻产
业、传承民族文化之路上笃定前行。

“古法工艺+现代科技”
酿就醇香美酒

在酒庄的酿酒车间，仍保留着古法酿酒的器具，
记录着山兰biang酒的古法酿制技艺——一粒粒山
兰米通过传统箩筐淋水清洗，再放入木甄筒中蒸煮，
手工拌曲、打窝发酵，直到散发出扑鼻的酒香，再装
入陶罐封存。

这套流程是酒庄生产研发的基石。在千年历史
的文脉之上，酒庄参考《中国酒业“十四五”发展指导
意见》，在2019年初步酿成生产集产区特色、民族文
化于一身的山兰酒，斩获了包括中国酒业协会新品
类最高奖“青酌奖”在内的诸多荣誉，实现了海南山
兰酒历史上零的突破。

这离不开一群酿酒师的工艺革新。传统小作坊
生产出来的山兰酒普遍存在酒体浑浊、杂质多、易变
质、保质期短等问题，导致其无法通过长途运输进入
更广阔的区域销售。酒庄运用现代生物发酵技术的
工艺控制，历经三十多道工序，让传统山兰酒升级为
清亮透明、酒质纯净、品质稳定、标准一致、可以长期
贮藏运输的现代化产品，同时传承山兰酒醇厚、香
甜、微醺、令人过口不忘的品质特点，获得市场青睐。

这份对酿酒工艺的执着，让酒庄成为海南第一
家酿造山兰酒的高新技术企业。同时，酒庄也带动
琼中各乡村发展山兰稻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民族文化+酒庄体验”
讲好山兰故事

山兰酒是黎家人的当家酒。酒庄在设计包装外
观时，引入黎族图腾、黎锦等特色元素。历史工艺的
传承、鲜明的地域特征、突出的产品个性、民族特色
的风韵，赋予酒庄别样的灵魂。这是自然的馈赠，也
是历史的馈赠，是山兰稻与山兰酒源远流长的源头
活水。

如果说酒是民族文化的符号载体，那么酒庄就
是一个展示山兰酒原生环境和酿造历史的舞台，是
发扬山兰文化的一个“支点”。酒庄负责人介绍称，在
酿酒之初，就计划将老厂房打造成山兰文化的博物馆
与体验馆，既能通过每一个体验环节加深消费者对山
兰稻种植、采收、加工，山兰酒生产工艺和产品的了解，
又能打造一个集生态种植、酿酒工艺、匠人匠心、酿酒
文化及黎族文化传承于一体的文化集散地。

按照规划，酒庄将整合相关联的文化元素，深化
文化内涵，从饮酒场景、仪式、器皿、配餐等角度入
手，构建山兰酒独特的文化符号，提升山兰酒的消费
文化、消费体验、消费场景和消费仪式，构建山兰酒
的消费文化。

“从一粒粒稻米，到一个个产品，甚至到一个个产
业，人类古老的稻作——山兰稻，依旧行走在这个充满
激情的时代，从琼中故事到海南故事，从海南故事成为
中国故事。”酒庄负责人说。 （撰文/曾月 秦海灵）

俯瞰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区。（琼中县委宣传部供图）

海南山栏酒庄的厂房。（酒庄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