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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走进位于万宁市兴隆华侨旅游经济
区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以
下简称香饮所）/兴隆热带植物园，占地约50亩
的可可优良品种示范基地里，数千株各种表型
的可可树正茁壮成长。有些才开出小小的花，
有些则已结出颜色不同、成熟度不同的可可果
实，它们之中，有着该所收集的来自28个国家
的500多份可可种质资源。

“目前，由我们培育且经过认定或授权的可
可品种一共有3个。”基地中，正带领学生逐株
采样的可可研究中心主任李付鹏介绍，该所可
可科技创新团队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
当时启动了中国可可引种试种研究。经过三代
科研人员的接力，我国首个具有知识产权的丰
产抗寒可可品种“热引4号”就在该所诞生，并
于2015年通过海南省地方品种认定，逐步实现
了我国可可产业“从无到有”“从零星种植到商
业化栽培”的高质量发展，并打造出一支涵盖种
质资源收集保存及创新利用、节本增效生产技
术、加工技术及新产品研发为一体的“学科+领
域”全产业链科技创新团队。

“目前团队骨干成员有10人，其中包括海
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南海名家、万州系列
英才等人才，并获得过省级、国家级的多项荣
誉。”李付鹏介绍，在“热引4号”的基础上，从
2012年前后起，该所已开始筛选培育新一代可
可品种。

今年4月，农业农村部公布2024年第1批
植物新品种权名单（第776号公告），香饮所种
质资源团队选育的“香可1号”“香可16号”2个
可可新品种获授植物新品种保护权，这是我国
首批获授权植物新品种保护权的可可品种。

“‘香可1号’和‘香可16号’很相似，两种
产量都很高，单株结果可达50个至80个，且果
实更大，但后者多了柑橘类和坚果类的浓郁风
味，很有特色。”李付鹏从树上摘下一颗红色的
可可果，明显较其他可可果实偏大、偏重，正是
他偏爱的“香可16号”。

“我们在可可品种选育上有三个方向，最
主要的是面向生产需求，其次则瞄准鲜食，还
有就是增加观赏性。‘香可16号’不但生产性
能表现优良，还兼顾到了鲜食的特点。”李付鹏
说，可可豆果肉只有薄薄一层，仅占整个果实
的 10%左右，难以像一般水果一样鲜食，但

“香可16号”的果肉含量可达15%至20%，更
适合鲜果售卖。

选育新品种并不容易。作为多年生作物，
可可种下3年左右才开始结果，6年才能达到稳
定结果水平，每个新品种的选育都要经过至少
十几年的时间。“我们依托已有种质资源进行了
多次杂交，对不同批次分类鉴定、筛选。‘香可1
号’和‘香可16号’就是从100多份种质资源里
筛选出来的。”李付鹏说。从2012年来到香饮
所并加入可可研究团队，每天都要到基地转几
圈的他，见证着海南本土可可品种培育的发
展。据悉，该所目前除了上述3个可可品种外，
还有5个可可新品种正在进行申报。

一旦通过认定或授权，这些品种不仅会以
“政府+科技+企业+”运行模式，通过“育繁推”
一体化技术体系在我省等主产区示范推广，也
会进入下属企业海南兴科热带作物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科公司）的食品研发团队，
以“普莱赞”这一品牌为名，成为用我国自有知
识产权可可品种研制的生巧克力、黑巧克力等
各种纯可可脂巧克力美食，进入更多消费者的
生活。

“入口丝滑”“性价比高”“品质有保障”……
打开各大网络购物平台，几款不同风味的“普莱
赞”巧克力正在热销，上万条评论中好评如潮。

“我们的品牌名取自英文‘pleasant’谐音，意为
‘令人愉悦的’，也有大家一起来点赞的含义。目
前有黑巧克力和生巧克力两大系列共10多种产
品。”兴科公司总经理苏宁表示，各系列巧克力产
品正在热销中，平均一个月能卖十万盒，预计今
年巧克力产品销售额有望突破7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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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各类社交平台，搜索“海南环
岛旅游公路万宁段”，会出现众多游客
对这条路线的赞美和推荐。这条串联
万宁日月湾、石梅湾、神州半岛、山钦湾
等多个特色湾区，以及田园、山岭等多
种景观的公路，被称为“会讲故事”的旅
游公路。

这段公路的建成通车，离不开万宁
不断提升的政府服务能力和持续优化
的营商环境。“作为长距离且项目用地
范围狭窄的线性公路工程，海南环岛
旅游公路万宁段的开工建设需要沿途
布设材料堆场等配套设施。根据相关
规定，这些设施都需要办理临时占用
林地等行政许可，但传统办理模式程
序繁杂，办理时长短则几十天，长则数
月，十分影响项目进展。”万宁市营商
环境建设局农林生态服务室主任钟敏
慧介绍。

为此，该局将以上多个事项的相同
办理环节整合成一次受理、一次套核规
划、一次现场核查、一次公示、一次审批
的“五个一”，审批时间也从此前的57个
工作日缩短至15个工作日，办理效率提
高了73%以上。目前，该办理模式已为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第二工区（万宁段）、
牛路岭灌区等10个项目提供了高效便
捷的服务。

以整合、精简、便捷为着力点，近年
来，万宁以制度集成创新为驱动，积极推
进“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审管法信”
一体联动改革、准入即准营改革等措施，
同时推出“快办秒批”智能审批服务以及
以“信用+”为核心的服务举措，持续推
动营商环境向法治化、国际化和便利化
方向发展，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
的服务保障。

“目前，我们还积极推动‘无证明城
市’建设，切实解决证明材料过多过滥等
突出问题，通过深化与省营商环境建设
厅、省大数据局的联动，梳理完成100个
事项的证明免提交和127种电子证照的
数据共享，涉及万宁的1115个业务办理
项。在省大数据局支持下，‘无证明’个性
化受理、审批模版计划本月上线。”万宁市
营商环境建设局社会事务服务室主任武
丹丹说，截至目前，该市已累计免提交证
明12.1万件次，为企业或群众调用电子
证照办件1.9万件次。

（本版撰文/子宛）

以培育四个百亿级产业集群为抓手，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万宁：向“新”而行 为四大产业注入发展新动能
国内首个新型咖啡交易市场世界咖啡竞拍交易中心、中国大陆地区首次实现人工繁育的小众名贵海水鱼红九棘鲈（又名红瓜子斑）、我国首批获批植物新品种保护权的可可品种、

国内首次实现人工繁育的20种高值海水观赏鱼、2024年春节假期全市接待游客首次突破百万人次……近年来，在万宁市，多个产业涌现出市级、省级乃至国家级的“首个”“首次”。
如今，万宁以培育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型工业、海洋经济、旅游服务业等四个百亿级产业集群为抓手，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富有万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不断创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这条观赏鱼是我们用蓝灯鰕虎和金
灯鰕虎杂交的，整体偏青色，还有金色点
缀。”近日，在万宁市山根镇海南万宁高值
海水鱼苗种科技小院，集美大学水产专业
研究生、科技小院科研团队成员汪林介绍
着养殖缸中不同种类的海水观赏鱼。

在这座整体占地约2000平方米的小
院中，由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研究生导师带
领的团队，已引种高值海水观赏鱼虾31
种共200余尾，实现人工繁育33种，其中
20个品种为国内首次实现人工繁育，并
成功获得两个杂交新种，均已批量生产并
对外销售。

“国内人工繁育的难点在于要解决生
物活饵料的问题，而这正是我们的科研
重点。”汪林说，2022年4月，科技小院依
托海南鑫闽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由集美
大学、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海南省农村
专业技术协会、海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
万宁市农业农村局、山根镇政府等单位共
建，主要进行石斑鱼和观赏鱼类的鱼苗孵
化繁育。

科技小院成立后，该团队经过海水采
样、人工分离和驯化等多道程序，目前已
取得桡足类等生物活饵料培养等多项技
术突破，如桡足类已实现室内高密度培
养，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万宁万城镇的海南万宁和乐蟹科
技小院，海南新小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卓齐辉进一步道出了科研如何赋能
产业：“我们联合海南大学科研团队，专注
做和乐蟹的基础研究，让科研成果真正实
现落地转化。”

如从推动生态混养模式出发，该科技

小院对和乐蟹原生环境小海进行物种调
查，摸清小海中的生物种类和生物链关
系、空间布局需求，探索更多经济型小海
特有海鲜的混养模式，以进一步提升养殖
效益。

在8口经过合理选址、用于实验的蟹
塘里，不仅泥沙比例适合和乐蟹的生长要
求，还打造出仿和乐蟹生长的原生环境开
展养殖，并在不同的塘中或设置单一品种
养殖，或以不同比例、种类、数量混养鱼虾
蟹贝类开展实验对照。“现在，仅科技小院
研究涉及的这145亩和乐蟹养殖实验基
地，每年就有上千万元的产值，还带动周
边农户养殖1500多亩。”卓齐辉说。

今年3月，上述两家科技小院均入选
“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小院”。此
外，位于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的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在咖啡、可
可、胡椒、香草兰等热带香料饮料作物的
品种培育和产业化配套技术研发上也不
断实现突破；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
水产研究所陈松林院士团队的支持下，海
水养殖生物育种与可持续产出全国重点
实验室万宁鱼类种业研发基地落地万宁
林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近年来，我们还出台《万宁市促进科
技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提供高
新技术企业、科研平台、科技成果转化扶
持等多种奖励，最高可达60万元。”万宁
市科工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
万宁全市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4家，科研
平台及创新载体合计48个，其中国家级
12个、省部级36个。

“这是中国大陆地区首次实现人工繁
育的红瓜子斑，共2万尾，预计再过5个
月就能达到上市规格，每斤价格有望达到
350元。”近日，在位于东澳镇的万宁林兰
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兰公司）
的蓝田绿色种业基地，该公司总经理吴山
健豪指着标准化养殖鱼池中一条条身体
泛红的红瓜子斑说。

红瓜子斑生长环境要求水温恒定在
27℃至28℃，对水体盐度、pH值等也有
严格要求。这样的环境如何打造？

除基地的标准化、规模化养殖车间
外，一片升级打造的全循环水标准车间将
于下个月投入使用，进一步推动形成智能
化、智慧化、数字化的养殖方式。

“车间采用国内最先进的循环水处理
和养殖系统，可实现自动补水、自动排污、
自动恒温、自动投饵、自动监测（温度、盐
度、ORP、溶氧度、pH值等水质五项），可
通过无线网络或服务平台对接工厂大屏
和手机App操控。”吴山健豪说，借助基
因组选择育种技术培育抗病红瓜子斑良
种，以及绿色、健康、高质量的红瓜子斑商
品鱼。车间全部竣工投产后，预计可年产
优质东星斑、红瓜子斑、小金枪鱼种苗

4000万至5000万尾、养殖东星斑及红瓜
子斑成品鱼150万尾，总产值超14亿元。

而在兴隆咖啡·正大产业园，一条采
用进口设备打造的全自动咖啡生产线，正
在推动传统人工焙炒咖啡豆的加工模式
实现“焕新”。在这里，从世界各地引进的
咖啡豆被加工成不同风味的咖啡饮品，推
动海南咖啡产业实现“原料买全球”“产品
卖全球”。

“生产线中，预处理、烘焙和研磨段
100%采用瑞士设备，实现100%自动化，
整条生产线只需7位操控人员就可完成
以上各生产环节的操控，减少人为因素对
咖啡品质的影响。”产业园讲解员菁欣介
绍。

“我们投资数百万元，在1号劳模智
能生产车间打造了一条门窗自动生产线，
实现智能化生产。在管理系统整合同类
型订单后，通过系统直接下发加工数据到
生产管理系统，实现自动化下料、流水线
组装、自动装胶、自动打胶的流水生产作
业，大大提升个性化定制门窗的生产效
率。”海南派成铝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
监文秀安介绍，2023年该厂实现产值达
5.7亿元。

黄色，黑色，绿色，金色……在万宁和
乐镇勤赛村八宝坡地段，大唐万宁和山
70MW农业光伏储能电站项目（以下简
称大唐和山光伏项目）上，总占地面积
1240余亩的项目，光伏板在阳光照射下
呈现出各种色彩。

依托“以绿生金”，这片撂荒约20年
的黄色土地，如今已经形成“棚上有光伏、
棚下有农业、周边能务工”的一地多用综
合产业发展格局，既能科学解决土地沙化
严重、土地产出效益低等难题，也助力实
现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能源保供。

“该项目每年可输送1.2亿千瓦时绿
电，增加产值5000余万元，年节约标准煤
约3.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0.7
万吨。”项目有关负责人曹拴介绍，基地内
还种植着小白菜、黄瓜、辣椒等十多种瓜
菜，目前还在试验种植柠檬和百香果，不
断升级业态，打造农业采摘园、生态示范
园等示范项目，形成“产、学、研、游”立体
化产业体系，实现多赢的发展良好态势。

以大唐和山光伏项目为例，自2018
年落地万宁以来，大唐万宁天然气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唐万宁公司）通
过发展燃气发电，打造后安乐来光伏项

目、槟榔城集中供热项目，布设风力发电
设施等举措，已经打造成为光、电、热、储、
综合能源为一体的多能互补清洁能源基
地。2023 年，全年各类发电累计完成
26.69亿千瓦时。

“近年来，我们通过智能化改造升级
奖补措施、打造绿色制造先进典型等方
式，加快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万宁市
科工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23年海南
派成铝业科技有限公司还成功申报国家
级绿色工厂，实现该市国家级绿色工厂

“零的突破”。
今年3月，万宁市小海流域生态环

境导向开发项目（EOD）正式通过生态
环境部评审，成为万宁首个成功纳入中
央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储备库的
EOD项目。该项目总投资26.7亿元，将
聚焦解决小海流域水环境问题，并以小
海潟湖生态治理为核心，全面提升汇入
小海主要河流的水环境质量，同步整治
周边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小海区域环境
承载力。同时，通过小海流域治理带动
周边产业空间重构，实现生态治理与绿
色产业有机融合，探索一条城市潟湖内
海生态治理的新路径。

一辆大巴车如何成为急救体检的专
业设施？

近日，在位于和乐镇红色水库附近的
海南天使医检汽车制造项目（以下简称天
使医检项目）基地一期，厂房中陈列着用
不同大巴车改造成的高端医疗专用车。

其中或装载进口CT设备，并在车体
内嵌整板铅层进行防护；或能完成身高体
重、五官检查、胸片、内科B超、心电图等
各种体检；或可进行女性“两癌”筛查；又
或者一辆车即可实现阑尾切除、肿瘤摘
除、骨折内部固定及妇科接生等一类无菌
手术，还有的可以完成全地域、全地形、全
天时、全天候多样化的救护任务。

“目前，我们已研发出CT检查专用车、
移动体检车、妇科两癌筛查车、手术车、全
地形越野救护车等5种高端医疗专用车，可
视为能够应用于多场景的‘移动医院’。”海
南天使医检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
李灿中介绍，该基地一期总投资4.5亿元，
主要开展生产医疗救护车、移动医疗车生
产及高端车辆改造等业务，投产后年产能
约3000台，可实现各类移动医疗专用车及
旅游类车型年销售约6.5亿元。生产线将
于近期竣工验收，即将开展生产。

以该公司为代表，万宁正推动加快发
展新型工业。同时，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方面，着力推动咖啡新型国际专业市场建
设，以二三产发展带动一产发展；海洋经
济方面，依托万宁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设，逐步形成“一心两港三片区四牧场”
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助推渔业“往岸上走、
往深海走、往休闲渔业走”转型发展。

旅游服务业方面，万宁依托本地特有
资源全力打造VR冲浪—陆冲滑板—人
工造浪池—自然水域丰富体验场景和更
长的冲浪产业链，以及做强潜水、摩托艇、
高尔夫、垂钓、桨板等一系列海陆空体旅
融合新业态发展模式，和各类新潮主题活
动一起，对国内外游客释放着独具特色的

“万”有引力。
今年一季度，万宁累计接待游客

316.64万人次，同比增长19.76%；实现旅
游总收入30.81亿元，同比增长36.05%，
持续保持高速增长。5月5日，马蜂窝发布
的《2024五一旅游大数据报告》显示，万宁
位列“2024‘五一’假期华南地区热门目的
地TOP20”榜单第一名。5月8日，搜狐旅
游发布的金狐奖2024“五一”县域旅游推
广优秀案例，万宁也成功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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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数据2023年

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328.14亿元

首次突破300亿大关

增长8.2%

固定资产投资

147.28亿元

增长3.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2.66亿元

增长12.4%

接待旅游过夜人数

445.87万人次

增长53.2%

旅游总收入

71.82亿元

增长64.63%

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40030 元、21834 元

增长6.6%和8.8%

俯瞰万宁市文化体育广场。万宁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中国热科院香饮所可可科技创新团队。受访者供图

香饮所培育的可可树。万宁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航拍万宁市大唐万宁和山光伏电站。 阮琛 摄

海南万宁和乐蟹科技小院工作人员
在查看和乐蟹生长情况。 受访者供图

海南万宁和乐蟹科技小院中的鱼塘。（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