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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5日讯（记者良
子）4月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
消防救援总队获悉，我省各级消防救
援队伍多措并举，全力以赴打好清明
野外火灾防控保卫战，确保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

清明节期间，我省天气火热，加
之很多地区又以传统的燃蜡烛、放鞭
炮、烧纸钱等方式祭祀扫墓，全省进
入森林高火险期，防火形势复杂严
峻。

为有效防控野外火灾，省消防救

援总队全面部署清明节火灾防控，各
地消防救援队伍在进山入林卡口、祭
祀场所、林木密集区域等地设立前置
执勤点，开展巡查巡防。同时，与各
公墓建立了联勤联动机制，每日定点
开展驻点执勤，防止祭祀物品燃烧完

以后现场遗留火种复燃。此外，加大
对公共祭祀场所、寺庙、山林、公墓、
陵园等重点区域的排查；针对春季火
灾特点和各地祭祀风俗，组织宣传人
员、消防志愿者、消防宣传车，深入山
区、农村开展森林防火宣传。

■■■■■ ■■■■■ ■■■■■

1468名中国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首次公布
其中24名烈士籍贯明确为海南

本报讯（记者黄媛艳）三亚“钱粮
双丰收”示范现场会近日在崖州区镇
海田洋举行。今年三亚将结合冬季瓜
菜生产和南繁科研育制种季节性用地
特性，因地制宜在崖州区持续推广
3.52万亩科学轮作模式，推行南繁用
地“分时托管”与农户土地“分时出租”
等模式打通钱粮丰收路径，科技引领
打造高产生态良田，助力保障粮食安
全。

今年三亚重点打造的菜稻轮作

“3.0版”中，“菜+稻+绿肥”通过引导
农户调整种植行为和结构，达到提高
土地复种指数和产出的目的；“南
繁+稻+绿肥”模式推进落实南繁基
地分类使用、分时用地需求，通过与
科研院所、高校合作，盘活6785亩南
繁科研夏秋季闲置用地；探索新打造
的“果+稻+绿肥”“花+稻+绿肥”多
样轮作模式和“鱼稻共生”“虾稻共
生”“蛙稻共生”等种养结合新模式，
一田多收，减肥减药，稳粮增收，培育

粮食生产新模式。
为让良田多出产，三亚菜稻轮作

“3.0版”精心打造集“良种推广、良法
应用、良田示范”于一体的千亩高产优
质水稻示范基地，积极转化南繁科研
成果，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实现葛68
优9938、红香优3号、久久新香、特优
3301、中科西陆4号等优良品种全覆
盖；全力推进水稻“全程机械化”良法
示范，集中规模化推广“机耕整地-工
厂化育秧-机械插秧-无人机植保-

机械采收-机械烘干”机械化生产全
过程；着力打造生态良田，推进绿肥沃
土工程，机械化深耕还田等方式，改善
耕地土壤环境，有效提高土壤有机质
含量，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减少化
肥使用量，土壤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形
成菜稻轮作良性循环。

“通过实施菜稻轮作，农民种粮意
愿不断增强，助推粮食生产实现面积
和产量‘三连增’，2024年崖州区水稻
种植面积预计增产4106.6吨；农民收

益实现‘三次收’，即耕地一年三种，农
民可享有瓜菜生产、地租、务工等收
入，每亩地累计可收2.45万元，有效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业产业升
级。”三亚市崖州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三亚从2022年开始探索运
用耕地“菜+稻+绿肥”“南繁+稻+绿
肥”多种轮作模式，打造千亩良种良法
示范基地，助推南繁科技成果转化，实
现农民增收，粮食增产提质，持续推动
乡村振兴。

推行南繁用地“分时托管”与农户土地“分时出租”

三亚打造稻菜轮作“3.0版”

■ 本报记者 李豌

“先干炒茶叶，炒出茶香后加入五
六颗冰糖，继续炒至融化，然后加入冲
泡好的红茶汤，再加纯牛奶，这样奶茶
甜度适中且茶味更浓。”近日，定安县
岭口镇田堆村二八归来茶馆户外茶桌
上，田堆村党支部书记陈奕江向顾客
细致讲解烤奶茶的“秘籍”。

陈奕江讲解完之后，随即带着海
南日报记者走进茶馆内部。进入包
间，一块老式黑板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这里原来是闲置多年的村小教

学楼，我们在原有教室基础上，打造了
茶馆和餐厅。冬天可以围炉煮茶，夏
天可以喝水果冰饮，平时还可预订本
地特色菜。”陈奕江说，自2024年1月
1日营业以来，目前已接待游客3000
人次，实现收入3万元。

这间茶馆是田堆村利用闲置资
源，发展农旅融合产业的重要一环。

“我们村是火山岩地貌，石头较
多，土地整治难度大，各家土地又较为
分散，所以早期发展种植产业较少，许
多土地都撂荒了。”谈起村子从前的景
象，70多岁的村民陈定群记忆清晰。

2021年，新一届“村两委”干部
坚持“村两委班子带头+村小组分片
包干+群众积极参与”的工作模式，
除了带动群众整治难度相对较低的
村头巷尾和房前屋后空闲火山岩石
头地，引导村民因地制宜打造“小菜
园、小果园、小花园、小公园”四小园
外，还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整合村
民零散的火山岩撂荒地到村集体，统
一整治。

陈奕江说，目前，全村已整治85
亩火山岩撂荒地，种植多类水果。自
发展水果产业以来，仅黄金百香果便

销售超 4 万斤，产值累计 35 万元。
2022年，田堆村获评海南省创建乡村
振兴示范村和海南省三椰级旅游乡
村，2023年获评海南省和美乡村。

这几年，该村发力发展采摘业，增
加了村民收入。不过，有游客反映因
为村里只有采摘，“来了就采、摘完就
走”，体验感太单一。缺少休闲业态和
配套设施，制约了该村的发展。

撂荒地再利用，发展水果采摘让
村民吃到了甜头。“村两委”干部思考，
能否盘活更多资源，增加旅游业态。

“我们赶在今年采摘节前打造茶

馆，希望能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带动
消费。以后还会利用水塘打造垂钓基
地，利用闲置猪圈打造动物园，不断丰
富村子的乡村游业态。”驻村工作队队
长符冬林说。

资源放错地方就是垃圾，垃圾
放对地方就是资源，陈奕江对此感
受颇深。茶馆门口的堆石喷泉、村
里沿路的护墙，使用的都是撂荒地
清理出来的火山岩。未来，这些石
头还将继续被利用，打造新的景观
打卡点。

（本报定城4月5日电）

定安县岭口镇田堆村利用闲置资源，发展“采摘+茶饮”农旅融合产业

撂荒地里结百果 闲置小学飘茶香

海南消防加强清明节期间野外火灾防控

本报海口 4月 5 日讯 （记者
刘操）日前，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
念馆通过钟山风景区的官方网站
公布1468名中国籍抗日航空英烈
相关信息。其中，共有24名烈士
籍贯显示为海南文昌、琼山、三
亚、万宁、陵水、澄迈、琼海等地，
他们牺牲时年龄最大为32岁，年
龄最小为22岁。

据悉，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
馆位于南京紫金山北麓，是国内
首座国际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
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馆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
苏、美等国空军和航空战士在中
国大地上联合抗击侵华日军的丰
富史料。航空烈士公墓英烈碑上
镌刻着4296名中外抗日航空先烈
的名字。

此次公布的中国籍抗日航空英

烈相关信息包括英烈姓名、籍贯、生
卒年月等。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
馆希望通过公布名录的方式，一方
面加强英烈信息征集工作，方便更

多烈士亲属查询信息，并提供更多
英烈资料；另一方面希望借助包括
烈士亲属在内的社会力量发现错
误，予以纠正。

如广大读者在名录中发现信息
错误或未标明准确籍贯的烈士，可
及时联系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
馆。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024年4月04日12时—4月05日11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6

10

18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9

25

25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石头缝里种出好日子

◀上接A01版
为海南农民增收扩宽渠道的同时，不断丰富全国
人民的“菜篮子”“果盘子”。

返乡创业：
抢抓机遇让“流量”变“留量”

不同于父辈年轻时总是羞于提起彼时贫困的
家乡，32岁的洪强交新朋友时经常会自豪地主动
提一嘴：“我家是施茶村的。”不但如此，他还辞掉
了市区的工作，返乡创业。

洪强家在142县道上，和火山口国家地质公
园（以下简称火山口）在同一条路上。过去，去火
山口的游人来来往往，洪强只能眼巴巴望着。

2018年以后，施茶村的火山石斛声名远扬，
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如何把热闹一时的“流量”变
成长久可持续的“留量”？心里有了答案后，洪强
马上行动起来，把自家庭院打造成具有本地火山
民居风情的农家乐，招牌菜就是与石斛相关的菜
品，“面子”“里子”都富有当地特色。

镇村两级基层党组织考虑得更加长远：如何
抓住这个机遇，围绕石斛发展起更多的产业？他
们牵头打造了一条20公里长的火山特色旅游路
线，连通古村落遗址和火山口及8个自然村，又打
造了火山风情美食街，民宿、餐饮纷纷落地。每到
周末节假日，村里总是车水马龙，游人如织，农家
乐不愁客源。

施茶村党委书记洪义乾告诉记者，光是2023
年，施茶村就接待游客80.42万人次，实现营收
3177.57万元。

家乡变化激发了年轻人的热情。如今，和洪
强一样返乡创业的本村年轻人已经有30多人，大
多从事着和旅游服务有关的工作。洪强透露，自
家厨师也有从市区辞职回来的，“工作离家近，工
资水平也不比市区低，大家肯定愿意回来。”

“现在别人都羡慕我们，我们也对家乡特别有
归属感。”洪强说。

施茶村的变化，是我省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增强乡村振兴人才支
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一个缩影。6年来，我省
相关部门出台了《加快发展乡村旅游的意见》等系
列政策文件，制定《乡村民宿服务质量等级划分与
评定》《海南省乡村旅游度假区认定》等标准，促进
乡村旅游发展。截至2023年6月，海南椰级乡村
旅游点达到255家。

向“新”发力：
推动产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草木勃发的季节，胜嵘公司运营总监曹春光
忙得脚不沾地——先是3月带着胜嵘公司研发的
10多种石斛产品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
会，现在又在为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做准备。

胜嵘公司正是施茶村为了发展石斛产业引进
的龙头企业。经过几年发展，累计培育驯化石斛
种苗约1.4亿株，火山石斛系列产品年销售额达
948.35万元。

“我们先后与国内多家知名科研机构进行深
度合作，成功突破和掌握了石斛种苗繁育、原生态
栽培和系列产品加工的核心技术。”戴军告诉记
者，企业通过加大科研创新力度，进一步推进了石
斛的产业化，加快了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步伐。

戴军领着记者来到胜嵘公司一楼大厅的展示
台，这里摆放着该公司研发的各类石斛产品。他
介绍，2023年，公司新研发了石斛原浆、石斛固体
饮料两个大类共8个产品，眼下正在申请专利。

从大厅向外看，黝黑的火山岩上，石斛正开出
摇曳生姿的花，意味着新一年的花期已悄然而至。

新一年的路该怎么走，施茶村已经有了新谋
划。

施茶村党委委员王吕州告诉记者，今年初，施
茶村把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作为启动资金，帮助农
户发展石斛种植等本地特色产业。

而海南也在新的春天与未来相约：2024年，
锚定建设农业强省目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建设和美乡村“海南样板”，以更快步伐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

（本报海口4月5日讯）

东方：
菊花香飘海内外
◀上接A01版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东方市各花
卉企业持续提升科技水平。在虹华
公司的种植大棚里，滴灌管道有序分
布。技术人员操作设备，可以精准定
位每一个大棚、每一片花丛，进行水
肥一体化灌溉。基地还建设了鲜花
保鲜储藏冷库、鲜花整理车间等配套
设施。

虹华公司还开辟了一块试验
田，种植自主培育的新品种。“我们
已选育出32个切花菊新品种，部分
品种已推向市场。”该公司生产主管
张雄说，公司建立了自主研发团队，
还与日本精兴园、日本振兴株式会
社、荷兰大丽孚等国际一流菊花育
种企业，以及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
业大学等中国农业科研院所保持合
作。

“菊花产业前景广阔，对当地农民
增收、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东方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说，接下
来将深入研究国际菊花市场的需求变
化，不断提升品质、规模及栽培技术，
增强东方菊花品牌的国际竞争力。

1.陈旭均（文昌） 1914—1938.6.28

2.陈家灼（文昌） 1915.3.6-1938.10.18

3.陈学策（文昌） 1914.11.11—1942.4.22

4.冯裕伦（琼山） 1916.7.8-1939.1.4

5.符家兴（文昌） 1912.4.13—1939.1.18

6.高冠才（文昌） 1914.5.21-1941.3.18

7.韩春光（文昌） 1912.1.2—1938.8.11

8.韩安丰（文昌） 1919.1.30—1945.7.21

9.何世煊（乐会） 1916.1.1-1941.2.13

10.黄汉文（文昌） 1912—1939.3.20

11.黎宗彦（崖县） 1917.10.12-1940.7.4

12.梁国朋（琼山） 1912.9.12—1937.9.21

13.梁定苑（文昌） 1911.7.1—1937.9.21

14.梁国璋（万宁） 1912.9.27—1941.2.13

15.林日尊（文昌） 1915.6.15—1940.5.19

16.莫同淅（陵水） 1914.7.16—1943.1.10

17.唐飞雄（文昌） 1914.10.25-1941.3.9

18.王 干（文昌） 1908.2.10—1937.10.25

19.王特谦（澄迈） 1914.10.10—1944.5.4

20.云逢增（文昌） 1910—1937.8.25

21.庄迪华（琼山） 1910.4.15—1942.11.1

22.林猷超（文昌） 1921—1944.3.22

23.叶能洪（文昌） 未知—1940.5.22

24.彭松仁（琼东） 1916—1939.1.24

4月3日，主题为“全
民科普 你我同行”的
2024年海南省科学技术
厅科普进校园活动正式启
动，活动首日走进海口市
灵山中学和海南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近年来，我省有关部
门积极推动科普宣教进校
园、进企业、进机关、进社
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公
共场所“七进”工作，营造
浓厚的科普宣传氛围。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第十届海南文昌
南洋文化节开幕

本报文城4月5日电（记者刘梦晓 彭青林）
4月5日晚，以“青春文昌 侨联世界”为主题的
2024年第十届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在文昌市文
城镇开幕，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乡亲、港
澳台同胞以及商会代表等500余人齐聚一堂，共
商故乡发展大计，积极参与文昌国际航天城建
设。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苗延红出席开幕式并
致辞。

开幕式上，来自文昌当地及泰国的艺术团体
和青年上演了富有南洋风情的精彩节目。本届南
洋文化节持续至4月7日，将举办世界海南乡团
联谊会第十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2024侨商共
建自贸港——走进文昌招商推介会、“青年文昌”
座谈会、文昌教育未来发展趋势座谈会等丰富内
容。此外，文化节期间还将举行文昌侨乡嘉年华，
包括琼剧演出、排球节、美味侨乡特色美食展销会
和各乡镇分会场活动。

本届南洋文化节由海南省政府侨务办公室、
海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指导，文昌市委、文昌市
人民政府主办。记者了解到，本届文昌南洋文化
节致力打造主题侨居国风情，包括开幕式上的泰
国风情、排球赛中的泰国队、美食展上的泰国味
道等。此后，每届将延续确定一个主题侨居国风
格。

科普进校园
筑梦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