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好强产业文章，海南将聚焦

石化新材料 生物制造 数字经济 现代种业 海洋产业 航天产业

等六大重点产业链 制图/张昕

新闻发布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李
梦瑶）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海南
将如何加快推动实现质量强省，高
标准高水平建设自贸港？3月20
日，“加快推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
发展”系列专题新闻发布会第七场
——“高水平质量建设”专场上，相
关部门负责人从多方面展开解读。

2023年12月，我省印发实施
《关于以高水平质量建设助力海南
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我省首

个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印发的中长
期质量纲领性文件，为新时期加快
海南质量强省建设提供了方向指
引和行动指南。

《意见》提出，到2025年，适配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海南高
质量发展的质量基础设施体系基
本形成；到2030年，质量强省建设
实现跨越式发展，对建设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
支撑作用和牵引功能更加突出的
总体目标。

“《意见》在重点任务部分提
出14项措施，概括起来有六个字
三个方面，即强基、突破、跨越。”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兼海南

省检验检测研究院院长王军介
绍，今年海南将以深化质量提升
行动为抓手，系统推进质量强企、
强链、强县（区、镇），更好发挥质
量在促进企业做大做强、支撑产
业建圈强链、推动城市可持续发
展中的作用。

其中，打好产业补链强链攻坚
战尤为关键。

“围绕做好强产业文章，我们
将加快构建开放型生态型创新型
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先进制造业为
核心，抢占种业、深海、航天新领域
新赛道。”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
级巡视员范超纲介绍，结合我省产
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海南将聚焦石

化新材料、生物制造、数字经济、现
代种业、海洋产业、航天产业等六
大重点产业链，坚持强龙头、延链
条、建集群，加快推动形成龙头链
主带动、园区平台支撑、上下游协
作配套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具体到不同产业领域，举措各
有侧重——

在筑牢工业经济质量根基方
面，今年我省将持续优化各项奖补政
策，通过各项惠企政策推动企业高质
量发展；持续开展质量提升和品牌建
设等政策宣贯，提升企业质量提升和
品牌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加快落实企
业数字化转型各项举措。

在促进旅游消费提质升级方

面，今年我省将推动旅游消费投
诉先行赔付机制和“放心消费在
海南”创建工作相衔接，全力打造
放心消费“诚信商圈”；加强旅游
标准化体系建设；加大旅游消费
市场整治力度；加强旅游市场信
用体系建设。

在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方
面，今年我省将推进种业振兴，推动
出台南繁硅谷规划；推动天然橡胶
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天然橡胶产
能稳定在35万吨以上；抓好粮食生
产和“南海粮仓”建设，实施水稻良
种推广暨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建设
农业全产业链，打造一批百亿级产
业集群；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我省系统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县（区、镇）
打造六大重点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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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李
磊）3月18日至23日，2024年世界
青年发展论坛议程委员会磋商会
暨金砖国家科技创新青年对话会
在琼举办。3月20日，省委书记冯
飞在海口会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亚太局青年和公民社会事务负责
人本尼艾姆·盖布瑞里等参会代

表。省委副书记沈丹阳参加会见。
冯飞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各

位嘉宾来琼。他表示，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
家战略，是彰显“中国开放的大门
不会关闭、只会越来越大”，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

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程度
高，政策力度大，生态环境和营商
环境越来越好，当前已经进入成
型起势发展阶段，日益成为充满
投资和创业机遇的热土。年轻意
味着机遇，青年意味着责任，应对
当前全球性挑战的最大希望在于
新一代青年。年轻的海南自由贸

易港将始终保持开放态度，真诚
欢迎各国青年朋友来海南参观考
察、交流合作、实现共赢。

本尼艾姆·盖布瑞里等代表对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海南协同推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
水平保护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许。
他们表示，青年是推动全球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为社会创造
更多财富和价值。希望通过此次
活动，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合
作和交流，与各界共同探讨青年在
社会中的责任以及在可持续发展
中所扮演的角色，为全球发展和青
年发展事业贡献更多力量。

省领导倪强、顾刚参加会见。

冯飞会见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议程委员会成员
和金砖国家青年代表

沈丹阳参加

副主任委员：曹献坤（女）、吴慕君
委 员：周廉芬（女）

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部分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2024年3月20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郑兰清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马雪涛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任命：
苏志辉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院长；
王光为海南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决定免去：
汪海鹏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
郑兰清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24年3月20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任命：
戴磊雄为海南省监察委员会委员；
林文忠为海南省监察委员会委员。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职名单

（2024年3月20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任命：
周廷星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陈翔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张波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傅剑平为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批准任命：
罗凡兴为儋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鄢本强为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庄二华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免去：
鄢本强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罗凡兴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副检察长、检察

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庄二华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委员会委

员、检察员职务；
李梅的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批准免去：
刘涛的儋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陈雄的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傅剑平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24年3月20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贾文涛为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厅长；
李东屿为海南省海洋厅厅长；
符秀容为海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许兰为海南省水务厅厅长。
决定免去：
李东屿的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厅长职务；
贾文涛的海南省水务厅厅长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4年3月20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任命：
李戈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段洪彬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宋家法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

员；
黄翰绅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庭长；
郭晓欣、郝兆亮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审判第一庭副

庭长；
赵军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审判

员；
周强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王晓祯、田开进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

庭长；
詹润红、王铭泽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

庭长；
秦晴、程序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

长；
黄嘉琛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钟鸣亮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审

判员；
赵道远、皮小慢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

长；
叶尊本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
李雪茹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李励云、葛龙波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蔡汝乐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潘心情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环境

资源审判庭庭长；
吴慧明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

长；
王永政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麦永强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马康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王天琳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张会兵、陈鹏、刘春梅、程小梅、柴志军、汪先顺、马山、唐帅

英、廖建斌、李润红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免去：
段洪彬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务；
郭龙滨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审

判员职务；
钟垂林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胡曙光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职务；
陆宁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吴育森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职务；
林明亮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

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吴慧明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职务；
廖长荣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审判员职务；
羊茂明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职务；
潘心情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职务；
王天琳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职务；
马康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

职务；
麦永强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职

务；
康文举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赵东涛、贾希闯的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副院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4年3月20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海南6所高校新增22个本科专业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黎鹏）教育部日前公布2023年

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共新增备案专业点
1456个、审批专业点217个（包括160个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和
57个目录外新专业），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点46
个。其中，海南6所高校新增本科专业22个。

具体来看，海南大学新增本科专业9个，分别是国际法、传
播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生物育种科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会
计学、行政管理、物流管理、戏剧影视文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新增航海技术、轮机工程2个本科专业；海南师范大学新增足
球运动1个本科专业；海口经济学院新增艺术教育、网络与新
媒体2个本科专业；琼台师范学院新增应用心理学1个本科专
业；三亚学院新增数字经济、语言学、数据计算及应用、新能源
汽车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供应链管理、艺术管理7
个本科专业。

据悉，本次备案、审批和调整的专业，将列入相关高校2024
年本科招生计划。

在更高起点上
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上接A01版
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优化产业布局。加强现代化交通基础
设施体系建设，强化中部地区的大通道格局。建立健全区域内
省际合作机制，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水平。大力促进长江中游城
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发展，加强都市圈之间协调联动，更好辐射带
动周边地区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持续打
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市
场经济基础制度，全面清理纠正地方保护行为，推动各种生产力
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更好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
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对接
新亚欧大陆桥、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打造更多高能级对外开放合作平台，在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方
面发挥更大作用。加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增
强对国内外要素资源的吸引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国
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习近平指出，要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加
快建设美丽中部。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大江大
河和重要湖泊生态环境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协同治理，加快补
齐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板。推进产业、能源、交通运
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加强资源节
约集约循环利用。完善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和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之间
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进一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加强乡村环
境整治，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
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强农惠农富民支持制度，充分激发农业
农村发展活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高度重
视革命老区和欠发达县（市、区）振兴发展，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
扶机制，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大力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推动移
风易俗。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
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扫黑除恶常态化，营
造积极健康的社会生态。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
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
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
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
全供给。进一步提升煤炭、稀土等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增强煤炭
等化石能源兜底保障能力，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注重传统能
源与新能源多能互补、深度融合。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要加强统筹
协调和督促指导，中央有关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研究提出新时
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举措。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
责任，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重点工作任务、重大改革
事项落实落地。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着力打造忠诚干净
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立健全考核激励制度，激励干
部大胆开拓、担当作为。

李强在讲话中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中部地区放到整个国家版图中、放到支
撑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来定位思考，努力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中部地区要主动对接其他区域发展战略，积极
引进东部地区产业创新资源，增强对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着力锻长板补短板，在新型城镇化、绿色
低碳发展等方面发挥优势、释放潜能，推动区域内部加强合作、
整体联动，提升中部地区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丁薛祥在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中
部地区崛起不断取得新成效。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提升粮食、能源资
源安全保障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高水平开放合作，不断增强发展
内生动力和活力。持之以恒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厚植高质量
发展的绿色底色。

李干杰、何立峰、吴政隆、穆虹出席座谈会，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有关地方、有关企业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吸聚整合创新要素 放大产业集聚效应
努力让海南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实践地

◀上接A01版
以产业合作为抓手，实现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
大发展战略的互利合作。要积极引进创新型企业和研发机构，
配套打造生产性服务业公共平台，加快创新要素吸聚整合，放大
产业集聚效应。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聚焦重点领域开展技术
攻关，打造产学研合作平台，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推
进、协同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
度耦合，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强化园区间协同联动，加强
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创新生态和政策生
态，瞄准新质生产力赛道，统筹用好招商“六条路径”。要坚持适
度超前，做足前期准备，守牢安全底线，推动项目建设，确保园区
项目早建成、早见效、早占市场。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罗增斌，省政府秘书长符宣朝参加
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