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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徐慧玲

当海精灵与海南长臂猿相遇，会
擦出怎样的火花？4月16日，在第四
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
消博会）上，消博会吉祥物“元元”和

“宵宵”与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以下简称运动会）吉祥物

“吉贝”梦幻联动，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的关注。

海南长臂猿“元元”和“宵宵”浑身

“运动范儿”，充满热情与活力；以海精
灵为核心设计元素的“吉贝”身着“民
族风”服饰，憨态可掬。它们一亮相，
就受到大家热捧。

“‘吉贝’眼睛大大的，好看又可
爱，穿的衣服也很有特点。”海口市民
陈雨辰说，灵动活泼的“吉贝”瞬间激
发了她的收藏欲。

“吉贝”的名字取自《尚书·禹贡》
和苏东坡的诗词，在历史上专指“黎
锦”。而在消博会海南国货潮品馆，花

色繁复、款式多样的黎锦及黎族文化
元素制作而成的产品引得不少观众驻
足流连。

“我们希望通过消博会这个平台，
让来自国内外的客商和观众，看到我
们的黎锦，认识黎锦、喜欢黎锦，感受
到海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尚的
风采。”参展商海南黎锦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董事长唐秋晨此次带来黎锦旗
袍、黎锦包包、黎锦首饰品等百来种黎
锦元素产品。

唐秋晨表示，希望能够和其他非
遗传承人进行更多的交流，为非遗手
工艺产业化发展带来新思路，探索黎
锦发展新路径，扩大海南黎锦 IP知
名度。

除了“民族风”，当天的“吉贝”还
颇具“科技范”。它佩戴的AI智能眼
镜中，映射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标志，
寓意科技与现代化。

海马第三代氢燃料电池汽车、能
够对弈的AI机器人、曾获德国红点奖
的小鲨鱼电动冲浪板、全球首款载人
级无人驾驶航空器……消博会现场，
一件件科技感十足的智能产品被放置

在显眼位置，吸引着不少观展人士进
行现场体验。

“去年的吉祥物‘机械猿’就充满
了科技感，今年则是从海南特色体育
运动赛事项目中取材，是一只‘运动
猿’。”连续四年参加消博会，“手办爱
好者”王东东对每届吉祥物的形象如
数家珍。

在王东东看来，吉祥物不仅展示
赛事、展会的魅力，而且彰显当地的历
史文化。“今天在现场看了‘元元’和

‘宵宵’，今年11月，我计划去三亚，亲
自感受运动会举办地的风采。”王东东
说。 （本报三亚4月17日电）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吉祥物“吉贝”与消博会吉祥物“元元”和“宵宵”梦幻联动

当“民族风”遇上“运动猿”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四根钢管支架围着树体周边牢牢
扎入地里，支撑起顶方的“十”字造型，
四根灯管依序架设。4月17日，三亚
市海棠区升昌村白石岭下的游龙芒果
基地内，“头”顶紫外线灯管的芒果树
正畅快地吸收着来自大自然的太阳光
和科研人员额外补充的UV-B型紫
外光。

这些芒果树之所以被特殊照顾，
是由于果园主游泽锦与海南大学三亚
南繁研究院科研人员共同开展芒果品
质试验。这630亩芒果基地有着40
余年的种植历史，是我省较早的芒果

园。打破传统“靠天吃饭”的农业思
维，让科技“植入”农业生产，用新技术
支撑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种植户携手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入园高校开启了多
样探索，老果园有了新变化。

模拟光照逆境，研究团队开展了
前瞻性研究。果园的试验地里，阳光
普照时，紫外线灯开始工作；夜深人静
时，紫外线灯自动关闭。

“经过多年实验，我们发现增强
UV-B型紫外光处理的贵妃芒树，可
以提早至少一周上市，芒果的果肉多
酚、类黄酮含量明显提高，品质提升的
早熟芒果有效帮助农户开拓市场。”海
南大学三亚南繁研究院教授周开兵透
露，该团队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正在
开发农用的紫外线壁灯，降低设备投
入成本，让新技术更好地推动农业生
产，助力海南芒果产业高效发展。

“传统农业没有科技‘赋能’，很难

参与市场竞争。”游泽锦列了一组数
字，市场上同品种的芒果，普遍销售每
斤4元，而高端市场却能卖出47元的
高价，差距主要在于品质。

要想芒果品质好，科技加持少不
了。43年的芒果老树旁，如今多了田
间监测点，精确监测果园病虫害，农户
因策科学施药防治，绿色农业有了新
抓手；用好本地芒果种质资源，改良推
广新品种，催花早熟等科技成果的就
地转化应用，三亚芒果有了好口碑；生
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种植管理，芒
果全产业链建设稳步推进，传统产业
提质有了新路径……

“科技助力，市场认可更有保障，
农业发展更有活力。”游泽锦透露，目
前果园的“游龙芒果”科技含量不断提
升，先后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中国良好
农业规范（GAP）认证、全球良好农业
规范（GGAP）认证、有机转换认证，基

地也陆续获评“绿色食品示范基地”
“海南十大区域公用品牌海南芒果标
准化基地”“可溯源基地”“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出境水果果园”
等系列称号。

老树硕果累累，新树也在“比学
赶超”。果园的4亩试验地内，去年
刚种下的芒果新树与“父辈”完全不
同。从“体态”看，有别于老树圆头
型的树冠，新树两侧长枝，体态更

“轻盈”；从“环境”看，区别于老树
“树挨树”的拥挤生长，新树保持着
行距4米、株距2米的有序排列，整
体更“齐整”。

“在用好传统好用、管用种植技术
的基础上，我们在全国率先开展芒果
轻简化高效栽培模式研发，以树形研
发、疏花机具研发为切入点，集成包括
定植方式、疏花疏果技术标准、整形修
剪技术、疏花机具、果园作业的配套机

械等技术，探索形成一整套海南芒果
轻简化模式技术体系。”浙江大学海南
研究院教授滕元文说。

新技术可以带来哪些实惠？滕元
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海南芒果一半
的生产成本在人工，新技术将方便施
肥、施药和采收的机械作业，有望降低
50%的人工成本；V字形种植每亩种
植植株数增加一半，并有效利用传统
树形产生的无效空间，产量将提高
10%；疏花机具和技术的投用能提高
果实的一致性和提早上市时间，一级
商品果率力争提高80%。”

“果园芒果年产量达400万斤，不
仅供应国内市场，还远销加拿大等地，
正探索进军欧洲市场。”游泽锦感叹
道，越来越有“科技范”“国际范”，海南
芒果产业正探索走出一条迈向创新发
展、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本报三亚4月17日电）

科技作“肥”，老果园长出产业新果

本报讯（记者王迎春 余佳琪）4
月14日，海南陵水国际数字内容产
业平台正式上线，上线发布会上，平
台与来自韩国、马来西亚、美国、加拿
大、印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
机构成功签约，签约金额约400万美
元。当天，由韩国客户提交的“海外
数字内容生产首单”成功完成，标志

着这一战略性项目的正式启动，意味
着平台在链接全球数字内容产业领
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作为平台运营方，海南蓝陵数
字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超算技术能力
和覆盖全球的云服务，通过线上线
下资源整合，将为全球数字内容创
作者、企业和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

包括内容创作、加工、分发、交易等
全链条服务。

据悉，平台核心系统——数字
内容生产流程管理系统能够对项目
所需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组织和管
理，实现跨地域协同创作，并对项目
的全流程进行专业、深度的管控，有
效促进数字内容产业的内循环流

通。
平台将为国际数字内容制作等

应用场景搭建出海云服务、渲染云服
务、创作云平台、跨海链路等专业配
套，规划打造完整闭环的全维度一站
式出海服务体系，构建立足海南、辐
射东南亚、延伸至全球的数字内容产
业生态。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特燃特气配套项目开工
将为商业航天提供6种产品

本报文城4月17日电（记者刘梦晓）4月17
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特燃特气配套项目（以下
简称特燃特气项目）在文昌开工。项目建成后，将
为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场提供液氢、液氧、液
氮、高纯液态甲烷、氦气、航天煤油6种产品。

据了解，特燃特气项目总投资4.93亿元，占
地面积约98亩，包括液态甲烷纯化装置、制氢及
氢液化装置、液氧和液氮空分制备装置、氦气储存
及液氦气化装置、航天煤油储存装置等以及配套
的公用工程和辅助设施。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特燃特气项目是国内
第一个配套商业航天发射领域的气体项目。商业
航天具有大运力、可回收发展趋势，而液体火箭是
可回收火箭的主流技术路径，推进剂在液体火箭
起飞重量中占 80%—90%，项目如能够早日投产
运营保障商发的特燃特气供应，对于增强商业发
射场的综合竞争力和助力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

项目由广东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该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特燃特气项目是集团
接入航天产业链的重要载体，具有里程碑意义。
下一步，集团将加快建设进度，锚定航空航天特气
的发展定位，积极推动航空、航天、卫星产业链气
体项目持续落地，争取尽快匹配海南商业航天发
射场建设需求，为商业航天提供高品质的全系列
推进剂产品。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获评
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

本报讯（记者黄媛艳）中国科协办公厅近日
批复同意认定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为国家海外人才
离岸创新创业基地（以下简称离岸基地），这是我
省设立的第二家离岸基地。截至目前，中国科协
在全国共设立30家离岸基地。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依托气候温度、海洋深度、
地理纬度、绿色生态“三度一色”优势和科创平台
集聚的创新资源，以建设“自贸港科创高地”“人才
开放高地”为目标，围绕南繁种业、深海科技、生命
科学、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出台各项人才政策，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海内外人才创新创业提供
全方位、多角度的支持。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获
评离岸基地，将助力园区打造国际人才创新创业
示范区。园区将努力营造有利于海外科技人才来
琼发展的良好氛围，形成吸引国际人才创新创业
的比较优势，力邀更多海外优秀人才集聚崖州湾，
共建科创高地。

海口市高企奖励启动申报
最高奖励350万元

本报讯（记者郭萃）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海
口市科工信局获悉，2024年第一批海口市高新技
术企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奖励资金从4月15日起
开始申报，4月28日截止。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
企业最高可申请60万元，再次认定最高可申请
30万元，省级奖励资金市级配套奖励最高可申请
350万元。

据悉，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鼓励企业增加
研发投入，海口市加大了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
奖励力度。对纳入海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库后首
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一次性给予50
万元奖励；对未被纳入海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库
但首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一次性给
予40万元奖励；对首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
已纳入国家一套表联网直报平台统计的“四上”企
业，追加10万元奖励。

对首次认定为“种子企业”“瞪羚企业”“领军
企业”并获得省级“精英行动”奖励的高新技术企
业，按照省级奖励金额的50%给予配套奖励，最
高分别不超过100万元、200万元、350万元。对
获得省级研发经费增量奖励的高新技术企业，按
照省级奖励金额的50%给予配套奖励，已纳入国
家一套表联网直报平台统计的“四上”企业不高于
100万元，其他企业不高于50万元。对获得省级
研发经费增量奖励的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企
业，按照省级奖励金额的50%给予配套奖励，最
高不超过15万元。

本报万城4月17日电（记者李
豌 通讯员符开雄）4月16日上午，满
载着18万尾章雄鱼苗的日本籍船舶

“第五十八真好丸”缓缓驶离万宁海
域前往日本。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
总站秀英边检站主动靠前服务，实行
随到随检，开展“一站式”办理入出境
手续，从而拉开了今年海南章雄鱼苗
出口旺季。

当天上午9时许，“第五十八真
好丸”日本籍渔船抵达万宁大洲岛海

域，该站执勤一队民警乘坐专用交通
艇提前抵达该船停泊的锚地，开始对
船员进行人证对照、对船体登轮检
查。为了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
境贸易便利化，秀英边检加强与口岸
单位沟通协作，根据海上流动渔排养
殖特点，实施App电子申报、检查窗
口前移、无人机接送船等便利措施，
最大限度帮助企业降风险、增效益。

据悉，章雄鱼苗是海南特色的水
海产品之一，出口集中在每年的4至

6月份，出口量约占全国出口总量的
60%，在日本等国外市场非常畅销。
这类鱼经济价值高，但易受水温、水
质等因素影响，章雄鱼对装卸时间、
运输时长要求较高。

“我们采取‘三提前、两前移、一
模式’的勤务模式，为出口船舶提供
提前申报、预约通关等便民服务，同
时实施全天候办理船舶预检正检、
入出境边检手续，确保船舶入境‘零
等待’作业、出境‘零延时’放行。”秀

英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戴小勇表
示。

“章雄鱼幼苗运抵日本后将进行
一年半左右的养殖，再作为商品鱼进
入市场。边检机关主动靠前服务，简
化了办检程序，提升了通关时效，降
低了我们企业转运成本。”海南章鸿
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小刚介绍，
2024年海南省预计将有28艘次鱼苗
船出口日本，章雄鱼苗出口约450万
尾，货物价值达1.2亿元。

陵水国际数字内容产业平台完成海外数字内容生产首单
平台上线首日签约金额约400万美元

万宁18万尾章雄鱼苗出口日本

三亚至乐东公交化旅游化
铁路改造工程接触网送电成功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臧琪娅）4月15
日，三亚至乐东公交化旅游化铁路改造工程接触
网一次送电成功，为即将开展的热滑试验和全线
联调联试动态验收打下坚实基础。

为保障此次全线送电任务顺利完成，中国中
铁电气化局二公司海南项目部成立接触网送电启
动和应急领导小组，编制详尽的送电启动方案和
应急预案，全体参建人员严格按照施工规范标准，
积极与站前单位、供电段协调沟通，做好送电前沿
线巡查，绝缘、导通测试。同时，反复核对变电所
内数据，确保设备状态和电气连接正常，全力以赴
保障重点环节和工序把控到位。

据悉，三亚至乐东公交化旅游化铁路改造工
程是海南省重大民生项目，也是贯通“大三亚”西
线，服务乐东三湾、崖州三城、沿线各景点的重要
基础设施，是各城区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有助于扩大交通
有效供给、优化城镇空间布局、促进旅游业发展，
对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有着积极意义。

海垦集团力争3年
打造4个中国驰名商标

本报海口4月17日讯（记者邓
钰）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垦集团）计划3年内陆
续打造4个中国驰名商标、累计10个
著名企业农业品牌，并累计创建8个

“海南鲜品”农业品牌示范基地。这是
海南日报记者4月17日从该集团获
悉的。

目前，海垦集团已面向全垦区印
发《品牌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4-
2026年）》，要求各下属企业践行农业
品牌发展理念，以电商渠道建设为抓
手，以打造中国驰名商标、著名企业农
业品牌等为目标，引领农业品牌建设
进入新时代。

根据方案，海垦集团将孵化各级母
子品牌，建立完善的企业品牌体系，明
确将以“HSF海垦集团”“美联”“好舒
福”“昌农”作为中国驰名商标孵化对
象，加大品牌费用投入，多维度提升品
牌效应。此外，海垦集团聚焦将整合旗
下一众产业集团和农场公司资源，申报
一批农业品牌示范基地，并打造一批著
名农业企业品牌。海垦集团还在集团
内部设立专项奖励，对品牌创建成功的
企业一次性奖励可高达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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