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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楠 黄媛艳

颗颗石榴籽，同心绘新卷。4月8
日，2024三亚庆祝海南黎族苗族传统
节日主题文艺晚会在天涯海角游览区
举办。晚会上，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下简称运动会）
的系列元素吸引观众视线。

今年11月，该运动会将在三亚举
办。这场万众瞩目的运动会既是运动
健儿竞技的舞台，也是民族文化交流
的平台，各族以此为纽带，深入交往交
流交融，共画同心圆。一场盛会点燃
一座城的热情，人们对这场运动会愈
加向往和期待。

共赴盛会展民族色彩

晚会上，运动会阶段性筹办汇报
片播放一结束，身穿民族特色服装的
苗族姑娘马芦慧，携手多位主持人登
台，带领着全场观众走进三亚“三月
三”晚会。

“11月三亚举办的运动会将是一
场民族盛会，我特别期待可以在这里
结交更多的各族兄弟姐妹。”马芦慧
说，当天她特意穿了苗族特色服饰参
加活动，希望能透过服饰，让更多人了

解民族文化，展现民族精神。
印有“押加”比赛的科普图片、呆萌

可爱的运动会吉祥物“吉贝”、印有运动
会元素的特色宣传品……“三月三”晚
会的现场，运动会元素集中展现。

三亚中寥村村民黎洪青早早就来
到晚会现场等待。

“其实，很多的比赛项目都来源于
我们的日常生活，看着很亲切。”提起
运动会竞赛项目攀椰竞速，黎洪青来
了兴趣。会爬树的他未曾想到，爬椰
子树也能成为一项全国比赛。“在家门
口办会，我们特别自豪，期盼精彩纷呈
的运动会。”黎洪青说。

随着运动会举办日期日益临近，
越来越多的市民多了一份期待。

“近年来，三亚城市发展迅速，体
育公共设施也在不断完善。运动会在
三亚举办，彰显着主办城市的实力。”
三亚市民李海滨说，“作为一名三亚
人，我很期待各族同胞欢聚鹿城，共襄
民族盛会。”

文化交融精神相依

距离晚会现场24公里外的崖州
区，胡澜芳正紧张核对次日的活动流
程，作为三亚“三月三”崖州分会场活

动的策划人，她对运动会这一民族盛
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再过几个月，运动会就要在三亚
举办了，所以今年‘三月三’期间，我们
特别策划崖州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设置多个趣味竞技比赛。”胡澜
芳说，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
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的独特魅力。

一场场独具民族特色的紧张比
赛，让运动健儿大展身手，而比赛项
目折射出的民族智慧，也折服了众多
观众。

手执一根细竹竿为“桨”，脚踏直
径约20厘米、漂流在水面上的单棵楠
竹，运动员左右点水、破浪前进。海南
省第七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期
间，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书法
家协会会员张传栋在三亚河观看了独
竹漂项目，让他对这一项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有了新的认识。他和其他
书法家，创作出40余幅书法作品，表
达对运动会的热切期盼和祝福。

赛场上，是运动员间实力的角逐；
赛场下，是各族文化开放交融的对话，
各族群众人心归聚、精神相依。

“黎锦、黎陶、藤编是黎族人民传
统技艺，是海岛人民匠心与智慧的映

现。”除了策划人，胡澜芳的另一个身
份是三亚黎锦苗绣藤竹藤制品制造农
民专业合作社社长。作为一个喜欢藤
编的黎族姑娘，她很关注黎族非物质
文化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技艺，一直
希望能走出一条黎族藤竹编织的传承
保护和创新发展的新路子。

“这次盛会给了我新的希望。”胡
澜芳说，在她看来，此次运动会将吸引
全国各族群众前来，为她和其他“非遗
人”进行深度交流搭建桥梁，“相信这
个冬天，会是收获满满的季节。”

用心用情回应期待

今年3月，三亚市、陵水黎族自治
县迎来一批特别的“客人”——参加
运动会第二次筹备工作会议的全国
各地代表们前往场馆场地进行实地
考察。聆听运动会筹备进展，了解场
馆场地、功能布局、设施条件等方面
情况，大家普遍感到，“印象深刻、令
人期待。”

来自陕西的参会代表张岩松介
绍，今年11月，陕西省将有约200名
运动员从寒冷的北方，来到温暖的三
亚。“这是自陕西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以来，运动员人数及参
赛项目最多、团队规模最大的一次。
我们很期待全国各地运动员能在美丽
的三亚收获友谊，享受运动。”

面对这份来自各界殷切的期待，
海南也在用心用情以实际行动回应。

场馆场地设置更精细。运动会执
委会将毽球场地调整至三亚中瑞酒店
管理学院综合馆，场地面积更大，功能
设施更优；秋千场地从大茅远洋生态
村山顶处调整至木屋营地，减少风力
影响。

志愿服务更暖心。运动会执委
会社会工作部面向高校招募一万名
志愿者，经过严格的筛选并通过岗前
培训后，志愿者将被分配到迎宾、礼
仪、引导、会务等工作岗位，让参赛运
动员以及八方来客感受到东道主的
热情及温暖。

“做志愿活动打开了我的眼界，我
收获颇多。这次运动会，我想发挥自
己的优势，结合志愿者工作，在全国人
民面前展现我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
貌。”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大二学生王欣
欣说。

宣传氛围更广泛。在线上开展
“志愿服务主题文化标识”等征集活
动，吸引了社会各界贡献自己的“好想
法”“金点子”；线下在景区、学校、车站
等，采用丰富接地气的活动，进一步扩
大了运动会的知名度。

四月的海滨之城，希望在这里发
芽生长。待到冬日，这份春天的希望
也将酝酿成成熟的果实。

（本报三亚4月8日电）

我省开展“‘营’在自贸港
政策解读会”网络直播

本报海口 4月 8日讯 （记者李梦瑶）不卖
货，只送政策“干货”。4月8日上午，一场主题
为“‘营’在自贸港政策解读会”的网络直播活动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开展，吸引不少企业、群众在
线观看。

新版自贸港鼓励类产业目录有哪些新变化？
企业如何申报享受鼓励类产业企业所得税15%
税率优惠政策？符合哪些条件才能够享受加工增
值货物内销免关税政策？企业通过“企业码”都能
享受哪些服务？当天，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详细
讲解了热点政策应用场景、办理方式、实施案例等
内容，并就企业申办过程中的疑问进行现场回应，
切实打通政策落实堵点痛点。

该活动由省营商环境建设厅联合省发展改革
委、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海口海关主办。
省营商环境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厅
还将继续丰富推广内容、创新宣传形式，持续推动
各类惠企便民政策直达快享，进一步提升海南自
贸港政策的精准性、实效性、覆盖面。

三亚玫瑰文化节
将于4月9日至13日举办

本报海口4月8日讯（记者刘晓惠 通讯员
李艺娜）4月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厅获悉，2024三亚玫瑰文化节（以下简
称玫瑰节）将于4月9日至13日在三亚亚龙湾区
域举行，活动期间将开展系列主题活动，部分活动
效应将延伸至整个4月。

本届玫瑰节以“蓬勃小康路，繁花自贸港”为
主题，策划了具有三亚特色、国际元素的系列活
动，包括开幕式、“玫瑰赋乡”繁花创意市集、“玫瑰
赋城”热带玫瑰品鉴会、“玫瑰赋城”百花产业论
坛、“玫瑰赋岛”艺术巡游展演、“玫瑰赋岛”热带玫
瑰艺术汇暨闭幕式等活动。

本届玫瑰节设置了主会场和分会场，主会场
设在三亚亚龙湾国际玫瑰谷，分会场分别在热带
天堂森林公园、亚龙湾广场美食一条街、亚龙湾壹
号小镇奥特莱斯、亚龙湾博后夜市等地。

本报文城4月8日电（记者刘梦
晓）片片红叶飘零，衣袂随风纷飞，悠
长的曲韵传来，一段琼剧经典剧目
《红叶题诗》拉开了演出帷幕……近
日，2024年第十届海南文昌南洋文
化节暨文昌侨乡嘉年华琼剧演出在
文昌市民健身活动中心上演。

舞台之下，精彩的剧情和演员们
精湛的表演让在场的观众连声叫好，
更让参加2024年第十届海南文昌南
洋文化节的华人华侨重温家乡传统
文化。

“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不仅可
以让老年观众重温青春岁月中对琼

剧所怀有的深厚感情，也可以让更
多年轻人接触到琼剧艺术，让越来
越多的人走近琼剧文化、认识琼剧
文化、爱上琼剧文化。”马来西亚海
南会馆联合会暨海南总商会总会长
林秋雅说，一场琼剧展现的不仅是
海南传统文化，还能加强华人华侨
对故土的了解和认知，更有利于琼
剧在海外的传播。

浙江籍青年侨领、意大利中国工
商协会会长胡丽莎故乡虽不在海南，
但是参加此次南洋文化节仍让她感
受颇深。尤其是琼剧演出，令她进一
步了解了海南文化。

“从声声琼剧当中感受到传统海
南文化的魅力和主办方的用心，也对
自贸港建设更有信心。”作为一名祖
籍温州、生长于米兰的第三代华裔意
大利人，胡丽莎最初因旅游同海南结
缘，是在感受到59国人员入境海南
免签政策所带来的便利后，产生了深
入了解海南自贸港优惠政策、把握海
南自贸港建设契机的兴趣，并于
2023年注册成立意塔商务（海南）有
限公司。文昌南洋文化节上，为各国
华侨都准备了丰富的演出和节目，让
她很是感动。

琼剧是我省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大

戏剧种，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海南不少乡镇村落，每逢公期、军坡
等传统民间节日以及学子金榜题名、
老人做寿、华侨回乡等喜庆日子，都会
请剧团到村里唱琼剧庆祝。

“南洋文化节是文昌和广大海外
华人华侨的大日子，趁着‘过节’我们
组织琼剧演出，希望让大家感受到家
乡人的热情。”文昌市相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作为2024年第十届海南文
昌南洋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琼剧演
出活动旨在进一步弘扬传统戏曲艺
术特色文化，让海外乡亲们领略乡土
文化魅力，感受浓浓的乡音乡情。

■■■■■ ■■■■■ ■■■■■

三亚“三月三”晚会推介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期待欢聚鹿城 共襄民族盛会

第十届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举办琼剧演出
声声琼韵唱乡情

中国（海南）街舞大奖赛
4月12日开赛

本报海口4月8日讯（记者王黎
刚）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旅文厅获悉，中
国（海南）街舞大奖赛将于4月12日
在海口东坡老码头开赛。

本次大赛设置个人赛、团体赛和创
意赛等，旨在全面展示街舞的多样性和
创新性。此次裁判团队全部邀请国际
级、国家级裁判员担任，参赛选手们将
通过精彩的舞蹈表演，展现街舞的独
特魅力和无限可能。同时，组委会还
邀请了国内外知名街舞导师担任评
委，为选手们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建议。

本次大赛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厅主办，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
指导，海南沃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承办。

扫码看生活在海南
的珍稀动物们。

聚焦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

民盟海南省委2024年
社会服务活动月启动
开展农村教育烛光行动

本报定城4月8日电 （记者范平昕）4月 8
日，民盟海南省委2024年社会服务活动月启动仪
式暨农村教育烛光行动在定安举行，活动旨在赓
续民盟“把好事做实、把实事做好”的优良传统，进
一步发挥界别优势，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当日，4名在教育界躬耕的海南民盟盟员走
进定安县城南中学，从自身专业领域出发，为学生
带来生动有趣、寓教于乐的公开课。民盟海南省
委还邀请航空领域有关专家给该校约300名学生
作航空主题讲座。此外，专家们将自己宝贵的教
育教学经验与城南中学教师分享交流，受到当地
教师们的一致好评。

民盟海南省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农村教育烛
光行动是民盟海南省委关注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
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发挥民盟在文化教育界别的
资源与优势，推动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不断促进
农村师资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让农村孩子享
受到更加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

据了解，在本年度的社会服务活动月中，民盟
海南省委还将在多个市县开展“海南民盟健康行”
义诊、“中国梦·民盟情”送戏下乡、“黄丝带帮教”
心理知识讲座等一系列活动，并通过组织各专委
会、市县民盟组织、省直属组织集中开展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社会服务活动，以喜闻乐见的形
式，让群众得到实惠。

■ 本报记者 孙慧

秋冬季节，儋州湾潮汐涌动，黑
脸琵鹭伸出长嘴“地毯式”搜寻食物；
夏季清晨，热带雨林中，海南长臂猿
自由穿行林海；夕阳西下，在大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坡鹿成群结
伴，在草地追逐嬉戏……千峰竞秀，
鸟兽灵动，海南大地生机勃勃。

每年的4月8日是国际珍稀动
物保护日，今年保护日的主题是

“保护动物 人人有责”。为了保护
珍稀动物的生存环境，守护地球生
物多样性，近年来，我省加强珍稀
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初步建立以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为珍稀动物营造了
良好的栖息地环境。

珍稀动物频频现身

“天色微微亮，幽暗的林子里
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原来是两只
海南山鹧鸪在扒叶觅食。”近日，一
名摄影爱好者在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里巧遇雨林“稀客”海南山
鹧鸪，这让他兴奋不已。

海南山鹧鸪是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也是仅分布在我省的珍稀鸟
类，它性情机警，有很强的环境适
应能力，主要栖息地为热带雨林和
山地常绿林等海南岛典型生境。
近年来，随着栖息地被列入保护区
域，生态环境不断向好，海南山鹧
鸪被人发现的频率在增加。

近年来，随着我省各级政府和
群众对生态保护的持续努力，很多
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功能逐步恢
复完善，以及生态环境监测工作逐
步常态化，海南山鹧鸪、海南孔雀
雉、勺嘴鹬、海南睑虎、黑脸琵鹭、
豹猫、圆鼻巨蜥等那些曾经难觅踪
影的珍稀动物也频频现身。

据省林业局统计，目前在我省
分布的国家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有2
门6纲32目 60科 162种，国家一
级保护野生动物30种，国家二级
保护野生动物132种。

加强栖息地保护

海南长臂猿的栖息地有多少食
源物种？答案是 44科 81 属 112
种。近日，海南大学热带雨林生物多
样性保护恢复团队发布对海南长臂
猿不同家族栖息地食源植物多样性
项目的研究结果，针对海南长臂猿不
同家族的栖息地如何补植植物，丰富
海南长臂猿的食源给出了建议。

海南长臂猿是仅分布于海南
岛的特有物种，是海南热带雨林生
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目前，我省对海南
长臂猿的保护已逐步形成三级保
护管理（监测）机制，并通过与科研
机构、高校开展科研合作，逐步破
解了海南长臂猿生态习性、保护生
物学等多个科学难题，海南长臂猿
的种群和数量也在稳步提升。

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不
仅仅是海南长臂猿，为了保护珍稀
濒危野生动物，我省林业部门针对
不同物种，采取了生态监控、食源调
查、生态修复、划定重点保护区域范
围等多种形式的保护措施，比如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孔雀雉，省林
业局通过开展海南孔雀雉专项调
查，发现海南孔雀雉主要的栖息地
中，有约70%的区域被划入各类保
护地，特别是它们的优质栖息地中，
有90%划入了各类保护地中。

共同守护多样物种

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
性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尤其是在当

前全球各个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
度珍稀动物灭绝的情况下，保护珍
稀濒危野生动物成为一场亟待全
员参与的保护行动。

我省持续加大对野生动物的保
护和宣传力度，今年以来，我省相关
部门以及地方政府联手举办普法讲
座、普法游园等系列科普宣传活动，
动员并吸引更多公众参与野生动植
物的保护行动。

我省还不断完善野生动物保
护法治制度建设。去年5月 1日
起，我省新修订实施《海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办法》，该办法以问题为导向，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采取“小切口”
立法方式，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有
关保护和管理制度，制定了具有海
南特色、针对性强、可操作的具体
措施，为保护我省野生动物及其栖
息地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我省将继续致力于加强珍稀动
物的保护工作，加大对滥捕、滥猎
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通过加强
巡逻执法、建立举报机制等手段，
有效遏制对野生动物的非法捕杀
和交易活动。

（本报海口4月8日讯）

近年来我省多措并举加大珍稀濒危动物保护力度，保护物种多样性——

海南长臂猿种群和数量稳步提升

栖息在海南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只雌性海南坡鹿。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海南长臂猿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活动。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
在20余家平台热播

本报海口4月8日讯（记者张琬茜）日前，由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
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推
出的四集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在国内20余家
平台播出，全景式展现了“深海一号”能源站从建
造、合龙、拖航、交付以及投产的全过程。

据悉，2021年1月14日，中国海油对外宣布
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十万吨级深水半
潜式生产储油平台——“深海一号”能源站在山东
烟台交付启航，于同年6月25日在海南陵水海域
正式投产，用于开发我国首个1500米深水自营大
气田——陵水17-2气田。

目前，《深海一号》已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河
北、浙江、甘肃、山东、海南、广州等省、市电台，以
及蜻蜓FM、喜马拉雅等20多家媒体平台相继播
出。自3月20日上线“学习强国”App以来，该剧
收听量超6万人次。

《深海一号》导演高艳春介绍，该剧历时一年
多时间制作完成。主创团队先后前往“深海一号”
能源站、中海油南山终端、青岛中海油平台建造基
地进行实地采风，与各地建设者展开研讨，挖掘建
造过程中的真实故事。

此外，《深海一号》演播创作团队阵容也十分
强大。通过赵岭、白雪岑、白马、凌振赫、凌云等多
位国内知名配音演员的生动演绎，听众能够深刻
体会到中国海洋石油工作者昂扬向上、奋勇向前
的精神风貌。

关注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