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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余佳琪 王迎春）近
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位于陵水黎族
自治县提蒙乡的海南陵水鲁宏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荔枝种植园，工人正在对
一片特早熟荔枝树进行整形修剪，部
分枝头尚存一些色泽鲜艳的荔枝果
实。

“这种特早熟荔枝品种商品名叫
‘牡丹红’，今年2月底就采收并销往
市场试卖。”海南陵水鲁宏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经理周翔介绍，半个多月前，公
司精心选育出的300余株特早熟荔枝

成熟，并投放至浙江嘉兴等地的水果
市场试卖，引起了广泛关注。“牡丹红”
与“三月红”“科技1号”“早荔1号”等
具有很近的亲缘关系，可在10月成
花，12月坐果，次年2月中下旬开始
成熟，早熟性状十分显著。

近年来，陵水发挥区位优势，不断
加强早熟特早熟新品种荔枝的选育及
推广。“陵水的温光资源充足，荔枝开花
时间早，花果发育快，因此果实成熟时
间比其他产区更早。”海南省农业科学
院热带果树研究所副所长胡福初表示。

上市越早、价格越高，这已成为荔
枝行业从业者的共识。“今年2月底这
批‘牡丹红’，田头每斤售价在30元至
40元。”周翔说。

发挥荔枝早熟区位优势，既要“赶
早”，也要“提质”。“一般的特早熟荔
枝，在甜度上相对弱于中晚熟品种荔
枝，种核偏大，品质方面需进一步提
升。”胡福初说。

如何提升陵水特早熟荔枝的品
质？在胡福初看来，“良种+良法”是关
键。其中，“良法”是提高栽培技术，“良
种”则是收集与培育优质的种质资源。

近年来，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在陵
水本号镇、提蒙乡、文罗镇等地设立了

荔枝新品种示范点，对选育或引进的
特早熟荔枝品种进行适应性与区域性
试验，从中挑选出适合当地的品种进
行扩大种植与推广。

“桂早荔便是选育较为成功的特
早熟荔枝品种之一。”据胡福初介绍，
桂早荔又叫“桂花香”，刚引进海南时，
在口感、色泽、产量等方面表现欠佳，
但经过10余年的探索，如今的桂早荔
果肉品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市场接
受度较高。

据了解，桂早荔在海南种植面积
已有2万多亩，主要种植在陵水、乐东
等地。

除科研单位有计划地引进品种进

行试验外，果农在长期种植过程中，自
发地、有意识地保存特早熟荔枝品种
也尤为重要。

“2015年左右，我们在基地中发
现有几棵荔枝树提早开花，便有意识
地将其种质资源保存下来。经过9年
的观察与试种，才有了如今的‘牡丹
红’。”周翔说，下一步，公司还将对该
品种进行进一步观察与杂交实验，提
升其品质和口感。

“选育优质特早熟品种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至少需要10余年的时间。”
胡福初表示，当前，特早熟荔枝的推广
力度正不断扩大，产业发展的潜力也
将越来越好。

发挥区位优势，既要“赶早”，也要“提质”

陵水加快特早熟荔枝选育和推广

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农行海南分行：积极践行“金融为民”理念
2023年，农行海南分行积极

践行“金融为民”理念，将金融资源
汇聚到实体经济发展上来，将优质
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普及到人民群
众中去，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海
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由农行海南分行帮扶建设的临高博厚镇新贤村千亩凤梨基地。 本组图片均由农行海南分行提供

⬆农行海南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负责人
深入文昌冯家湾现代渔业产业园了解小微企
业融资需求。

⬆农行三亚分行客户经理与南繁科研人
员一同查看水稻生产情况。

用心用情服务乡村振兴

农行海南分行持续加大脱贫县贷款
投放，切实满足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的融
资需求。截至2023年末，该行脱贫县贷
款余额比年初增加超8亿元，增幅14%。
定点帮扶工作第6次在全省考核中获综
合评定为“好”的最优等次，被海南省委组
织部评为“海南省乡村振兴先进派出单
位”。持续加大对农垦系统、生猪养殖、种
业、渔业、生态旅游等重点主体的金融供
给。截至2023年末，该行涉农贷款余额
较年初新增超35亿元，增幅33%。以社
区商户、“党建+信用村”客户、新农主体、
致富带头人、龙头企业上下游客户等五类
客户为重点，扎实推进农户信息建档，加
快农户贷款投放。截至2023年末，该行
农户贷款余额较年初新增超13亿元，增
幅48%。着力推动党建与乡村振兴金融
业务同促进、共发展，累计创建“党建+信
用村”1067个，累计投放农户贷款超48
亿元，惠及4.8万农户。

有力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农行海南分行围绕高新技术产
业客群金融需求，推出“专精特新小
巨人贷”“小微企业科技e贷”等产
品，为科创企业解决融资问题。截
至2023年末，该行服务“专精特新”
企业及拟上市公司190户，科创企
业贷款余额较年初新增近 4.5 亿
元。强化绿色金融服务，深入挖掘
绿色信贷需求，提升绿色信贷占比，
助力自贸港绿色发展。截至2023
年末，该行绿色信贷余额较年初新
增近35亿元，增幅50%。持续加大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支持力度，保持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增量扩面态势，
不断优化服务结构，持续提升普惠
金融重点领域服务精准度。截至
2023年末，该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较年初新增近 15 亿元，增幅
23%；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年化利率较上年度下降9BP。

恪守初心发力民生金融

农行海南分行多举措发展消费金融领域
各项业务，持续加大线上信贷产品推广力度，
不断满足居民日常消费需求。截至2023年
末，该行个人贷款较年初新增超21亿元，增
幅8.5%；净增信用卡有效客户1.33万户。开
展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为核心的综合金融
服务，首批上线包括储蓄、理财、基金、保险在
内的全品类个人养老金产品，满足客户个性
化、多样化的养老投资需求，全年累计开立个
人养老金户数4.8万户。做优“浓情暖域”服
务品牌，成功创建全行首家“银行业营业网点
文明规范服务百佳示范单位”，以示范效应带
动提升全行整体服务水平。出台对公业务下
沉实施方案，组织开展专项竞赛，推动网点形
成对公零售“双轮驱动、相互促进”发展格局，
提升网点整体服务质效。深耕金融场景建
设，全面拓展生产经营和生活消费中的互联
网服务场景，不断满足广大客户线上金融服
务需求。截至2023年末，该行掌银月活客户
数较年初新增近17万户，增幅25%。

担当尽责支持自贸港建设

农行海南分行聚焦海南自贸港重
点园区建设和海南四大主导产业发
展，信贷流向重点领域，提高精准支持

“含金量”，重点园区贷款余额较年初
新增近25亿元，增幅21%；累计投放

“四大产业”贷款近95亿元。积极开展
银企对接活动，不断加大对重点项目
的营销和支持力度，推动部分央企、国
企项目融资迅速落地。围绕重点区域
客户经营，深入推进“全行办国际业
务”模式，落地海南首笔“FT+”自由贸
易账户项下跨境并购业务、首笔“单一
窗口”国际信用证业务等多项创新业
务，为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输送金融

“及时雨”。积极打造自贸港投融特色
品牌，助力海南省人民政府成功发行
首笔生物多样性主题绿色债券，成功
承销海南省2023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
府债券6.5亿元，成功牵头承销全国首
单10年期乡村振兴中期票据。

因存重大火灾隐患
东方保亭5家单位被挂牌督办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 （记者良子）3月 18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获悉，东
方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5家单位因存在重
大火灾隐患被当地政府挂牌督办，并予以曝光，督
促相关单位狠抓整改消除隐患，警示社会其他单
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自查自纠。

保亭消防救援大队在检查中发现，保城镇新
兴西路83号三楼的保亭朴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以及七仙岭雨林仙境温泉度假酒店1号别墅的保
城玉涧归宿民宿坊均未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
标准的规定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已构成重大
火灾隐患。保亭消防救援大队依法立案处罚，同
时提请县人民政府挂牌督办整改。

另外，东方八所桃里乡旅租旅店（位于东方市
八所镇解放西路71-15号）未按国家工程建设消
防技术标准的规定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东方
八所优贝贝少年学生托管中心（位于东方市八所
镇建设北路西侧18号）场所设置在四层不符合国
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东方东海发兴
商务酒店（位于东方市八所镇琼西路东侧）场所第
七层房间的顶棚采用聚氨酯泡沫夹芯彩钢板搭
建。根据《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GB35181—
2017）相关规定，东方市消防救援支队集体研究
综合判定，将以上3个单位列为重大火灾隐患单
位，下发《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单位限
期改正同时函告行业主管部门，报请东方市人民
政府进行挂牌督办。

乐东强化全过程监督
推动闲置资源“再就业”

本报讯（记者刘杰 通讯员黄春莲）3月15
日晚，走进乐东黎族自治县四月天公园，夜市摊位
上摆满了南北风味的各类小吃，吸引人们到这里
品尝美食，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

很难想象，不久前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
荒地，直到一排排五颜六色的摊位进驻才焕然一
新，而这些摊位是由一批闲置板房“变身”而来的。

据了解，2022年以来，乐东有一批板房一直
处于闲置状态。为了避免国有资产浪费，乐东县
纪委监委成立监督专班，将板房闲置问题纳入监
督重点内容，通过看现场、督进度、解难题等方式，
嵌入式对板房改造使用全过程监督，推动板房“变
身”夜市摊位，实现闲置资源“再就业”。

闲置板房改造成夜市摊位，是乐东县纪委监
委立足监督“小切口”，做实民生“大文章”的一次
生动实践。乐东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把“以人民为中心”融入纪检监察工作的各方面，
靠前监督、主动服务，以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
监督，推动有关职能部门多措并举增进民生福祉。

3月18日，海口龙珠湾港湾路旁，数十株盛开的黄花风铃木如披上了“黄金甲”，吸引市民打卡拍照。
据了解，黄花风铃木原产地是中南美洲，花期为每年三月至四月之间。风铃花花色鲜黄，花冠漏斗

形，似风铃，颇具观赏价值。
文/本报记者 王赫 图/本报记者 李天平

风铃花开
满眼春

聚焦陵水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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