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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收获面积 172.09万亩

与上年持平

产量294.04万吨

同比增长2.8%

种植业

本报海口4月26日讯（记者陈
彬 实习生詹莉宜）今年一季度，全省
一产增加值373.85亿元，同比增长
3.3%；农林牧渔业总产值579.96亿
元，同比增长3.3%，农业经济实现平
稳开局。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从4月
26日召开的加快推动农业高质量发
展会议暨2024年全省一季度农业经
济运行分析部署会上获悉的。

从行业情况来看，全省实现种植
业产值309.7亿元，同比增长4%，拉

动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2.1个
百分点。主要是蔬菜、水果生产优势
持续巩固，一季度，蔬菜收获面积
172.09 万亩，与上年持平，产量
294.04万吨，同比增长2.8%。水果
收获面积116.51万亩，产量182.21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4.6%、6.1%，特
色品种莲雾、百香果、火龙果、菠萝蜜
分别增长 36.8%、27.2%、10.7%和
9.7%。

渔业产值增长5.6％，拉动全省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1.5个百分
点。主要是今年新建成投产重力式
网箱60口，深远海养殖新增水体33
万立方米，超过去年全年规模，推动
水产养殖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海
水养殖6.2万吨，增长14.8％；淡水
养殖10万吨，增长7.8％。陆地园区
培育方面，文昌冯家湾现代渔业产
业园、万宁工厂化产业园、三亚南繁
水产种业生态产业园均有部分项目
进行投产养殖。万宁一季度新增

150亩工厂化养殖面积，成为水产
养殖新的增长点。养殖品种结构不
断优化，东星斑养殖占石斑鱼的比
重超过10%，金虎斑、杉虎斑也被市
场广泛认同，启动万尾金枪鱼深水
网箱养殖示范，红瓜子斑苗种形成
量产。

一季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5804元，同比增长7.7%，顺利
实现“三个快于”，即快于全省GDP增
速（3.3%）、快于城镇居民增速（5%）、

快于全国平均增速（7.6%）。从收入
结构来看，四项收入全面增长，其
中 ，工 资 性 收 入 2327 元 ，增 长
10.3％，是农民收入的主动力，对收
入增加额的贡献率达52.2％；财产
净收入106元，增长32.5％，较去年
同期增长48.6个百分点，增势强劲；
经营净收入2423元，增长3.8％；转
移净收入 948元，增长 9.8％，农民
外出务工寄带回收入的纳统作用逐
步显现。

一季度全省一产增加值373.85亿元
同比增长3.3%，种植业、渔业呈现发展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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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26日讯（记者李磊）4月26日，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会见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垣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秦健一行。双方围绕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
政策和独特资源优势，在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种业创新等领域开展合作进行深入交流。省领导巴特尔、倪强参加会见。

冯飞会见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客人

推动工程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省质安局在文昌片区
成立党建联盟

本报文城4月26日电 （记者刘梦晓 实习生张
佳男）近日，海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局联
合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中铁十四局集团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等9家单位党支部，在文昌国际航天城
城市综合体项目部成立文昌片区党建联盟。

据了解，文昌片区党建联盟旨在以党建为纽带，
积极整合行业内外资源，形成优势互补，强化项目
联合攻坚，推动工程项目建设提质增效。该党建联
盟将重点围绕工程项目建设全过程管理，实现党支
部建设标准化、质量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标
准化，打造平安工程、精品工程、廉洁工程。

接下来，省质安局将以文昌片区党建联盟成立为
契机，持续打造党建联盟品牌，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共同推进工程质量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稳步推进全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
力现代化。

本报成都4月26日电 （记者
孙慧）4月26日，2024年成都世界
园艺博览会在四川成都东部新区开
幕。由海口市政府主办，海口市园
林和环境卫生管理局承办的“南海
之眼”海口展园，当日亮相世园会。

阳光沙滩、椰林婆娑、雨林秘境，
是人们印象中的海南岛。海口展园
分为“入眼”“游岸”“启航”“探秘”“逐
梦”五大展区，贯穿了椰林、湿地、雨
林、自贸港建设等主题，巧妙地通过
热带树木、花卉、砂石以及瀑布等自
然风貌的布置，让游客进入园区就能
感受到浓郁的热带风情。

园区中央的展厅造型灵感来源
于贝壳，展厅的形态如眼眸。展厅
内部屋顶是蓝白相间，代表着湛蓝
大海，也代表着无垠的星空，寓意着
海南建设自贸港的开放与包容。

除了一望无际的大海，还有遍
布全岛的椰林。海口展园布景墙用
椰子壳作为材料，搭配上椰子树苗，
形成了独特的椰林海风艺术装置，
以现代艺术的手法打破了传统的样
式，给游客焕然一新的新体验。

据介绍，海口展园主要宣传海
南生态文明建设和自贸港建设成
效，以及海口市在生态保护等方面
取得的成就。

▶ 4月26日，“南海之眼”海
口展园亮相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

本报记者 周达延 摄

海口展园亮相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

纪念五四运动105周年、
庆祝建团102周年

我省各级团组织
将举办多场主题活动

本报海口4月26日讯（记者范平昕）海南日报记
者4月26日从共青团海南省委获悉，为纪念五四运动
105周年、庆祝建团102周年，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后，
我省各级团组织将举办以“青春建功自贸港”为主题的
宣传和实践活动，更好地为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凝聚
青年共识、汇聚青年力量。

据了解，团省委将举办“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
担当——五四青春汇报会暨自贸港青年宣讲团首
场汇报会”宣讲活动、“自贸港青年会客室”栏目、

“行业青年说”流动微宣讲等主题活动。各市县及
高校团委将举办“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主题
团日暨纪念五四运动 105周年晚会等一系列主题
团日活动，并同步开展“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主题
实践活动、“五四”表彰活动等，引导和激励广大团
员青年自觉听党话、跟党走，用实际行动展示向上
向善的精神面貌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服务精神。

我省召开会议
部署做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全省民营经营主体
贡献80%以上税收

本报海口4月26日讯 （记者范平昕 通讯员王
健尔）4月 26日，2024年海南省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会议暨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联席会议全体会议在
海口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2023年底，全省
共有380多万家民营经营主体，占全省经营主体总
数的97%，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全省该类企业
总数的90%；贡献了海南80%以上的税收、60%的
GDP、90%的城镇就业。

会议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和省
委有关工作安排，通报2023年全省民营经济统战工
作、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联席会议、省综合评价联席
会议工作情况，指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做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是
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先富
带动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时代要求。

会议要求，各成员单位要深化认识、凝聚共识，
聚焦中心大局，抓好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的思
想政治引领，切实发挥统战工作服务民营经济的
重要作用，着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构建亲清
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要坚持以企业感受为导向，
全力以赴解决企业诉求、破解痛点难点，推动出台
更多惠企政策和服务，以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政
务服务满意度、社会发展获得感为目标，推动政策
精准落地、直达快享；要加强督促检查总结，及时
提炼工作成效和经验做法，查找存在问题，提出意
见建议，努力提升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能力
水平，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

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市县
党委统战部等66个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 魏燕

《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主体登
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
于今年5月1日起全面施行。《条例》
创新市场主体登记确认制度体系，
是海南自贸港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推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重要法
规，吸引各界广泛关注。

市场主体登记“核准”转“确

认”，一词之差，带来很多便利。一
方面，赋予企业更大自主权，切实降
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规
范登记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进一步
推动政府由“抓管理”转为“促服
务”，在简化登记材料、优化登记流
程及监管方式中，积极满足市场主
体需求、群众诉求，为市场主体登记
提供便利化、智能化、公开化服务。
同时，还将升级智能化管理系统，用
数字赋能提升效率，不断优化“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机制，提升登
记服务效能，为市场主体投资兴业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制

度环境。
市场主体登记“核准”转“确

认”，进一步彰显了海南自贸港建设
公平统一高效市场环境的决心，是
海南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将自贸港
的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缩
影。近年来，海南以创一流营商环
境为目标，加快推动制度集成创新，
不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取得明显
进展。例如，深化“证照分离”改革，
成为全国首个推动承诺即入制落
地、出台承诺即入制立法的省份，

“证照分离”改革力度全国最大；持
续完善“海南e登记”平台，企业开办

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日，网办率99%
以上，申请材料压减 75%，时间压减
80%……

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海南营
商环境持续优化，也为进一步深化
改革奠定了基础。土地能在“超市”
买，惠企政策网上“兑”，招投标交给

“机器”……近年来，海南逐步构建
起全方位企业服务体系，不断挖掘
营商环境潜力，吸引越来越多省内
外投资者来海南投资兴业——海南
市场主体增速不断加快，2023年底，
海南的市场主体已超过 380 万家。
可喜的数据，既是海南自贸港建设

活力的证明，也是海南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厚植市场主体成长沃土的
生动注脚。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只 有 进 行 时 ，
没 有 完 成 时 。 每 一 次 新 规 的 出
台，都是营商环境的一次改进、优
化。期待在自贸港建设中，有越
来越多利好措施的出台，让政策
红利充分释放；也期待这些充满
政策善意的新规、新举措，能够尽
快落地，产生出应有的效果，让海
南的营商环境更加优化、市场主
体更加活跃，让自贸港建设动能
更足。

厚植市场主体成长的沃土
时时时评评评

◀上接A01版
新时代如何推进西部大开发形

成新格局？总书记以六个“坚持”，
给出了清晰指引。其中之一，正是：

“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
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30多次到西部调研，而且每次
都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要求”，座谈
会上，谈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西部
考察调研足迹，总书记说。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

全局。单从开放这一维度，我们就
能感受到既从大处着眼又坚持因地
制宜的把脉定向——

去年12月在广西考察，鲜明指
出“做活广西高质量发展这盘棋，棋
眼就在扩大开放上”，叮嘱“解放思
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
展”；

去年 7月在四川考察，创造性
地提出“新时期、新时代还是有一个
大后方的概念的”，寄望“构筑向西

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
地”；

前年 7月在新疆考察，思虑深
远：“过去是内陆的一个省份，现在
有了‘一带一路’就不同了。这里不
再是边远地带，而是成为一个核心
地带，成为一个枢纽地带。”

把时间的维度再拉长：从在县
域层面的创新谋划，到在960多万
平方公里大地上的谋局落子，这种
洞察之力、战略之思，磨砺于一路走

来的从政实践——
在正定，把握紧邻省城区位特

征，探索“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新路；
在福建，指出“福州的出路在于江
海”，部署“海上福州”战略；在浙江，
以“地瓜理论”作喻，强调“必须跳出
浙江发展浙江”；从浙江到上海，以
极富前瞻性的眼光，积极推动长三
角区域合作发展……

理念一变天地宽，登高望远自
开阔。只有“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

想问题”“用战略思维去观察当今时
代，洞悉当代中国”，才能赢得发展
的主动、赢得历史的主动。

万里长江，以不可阻挡之势从
世界屋脊奔腾而下，和嘉陵江激荡
相拥，塑造出山城重庆的万千气象。

“江流自古书巴字，山色今朝画
巨然。”两江交汇处，朝天门码头，重
庆地标性建筑“朝天扬帆”宛若巨轮
起航，以奋楫之姿，向着更远的远
方。 （新华社重庆4月26日电）

山城何以“跨越山海”

海南大学牵头启动
两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本报讯（记者黎鹏）近日，由海南大学牵头承担的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粮食作物规模化制繁种
智能化技术与装备研发”和“海南热作区中低产田和丘
陵坡地产能及生态价值提升技术与集成示范”项目启
动会在三亚召开。

据悉，“粮食作物规模化制繁种智能化技术与装备
研发”项目专注于解决我国粮食作物制繁种生产缺少
专用智能作业设备这一难题，以提高种子质量和生产
效率为核心目标，进行规模化制繁种关键环节专用技
术设备的研发，努力提高制繁种全程机械化和智能化
水平。该项目对于推动我国粮食作物制繁种产业的转
型升级，提升国家粮食生产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海南热作区中低产田和丘陵坡地产能及生态价
值提升技术与集成示范”项目重点聚焦5个课题开展
研究，分别是海南热区中低产田和丘陵坡地产能评价
与土壤酸瘦等复合障碍消减、基于土壤微生物-经济
作物互作的抑病高产土壤培育、地上-地下协同的多
样化绿色种植技术新体系、农田系统养分承载力及生
态高值农业养分综合管理、中低产田和丘陵坡地产能
及生态价值提升技术集成与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