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刘晓惠）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当天，由海南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与故宫博物院
联合主办的“物华天宝 黎海琼珍——故
宫博物院藏海南文物特展”在海南省博物
馆开展，将持续展出至2025年2月18日。

本次展览作为“乡情·乡思——故宫
藏黄花梨沉香文物精品系列展”的又一
重磅力作，共展出文物96件/套，分为

“琼岛黎珍”和“沉香嘉木”两个单元，展
示故宫独具海南风韵的珍藏，包括黄花
梨家具、沉香摆件以及玳瑁文具等。这
些文物不仅展现了海南特产的精湛工艺
和独特魅力，更彰显了海南风物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南拥
有丰富多样的物产资源，黄花梨、沉香、
椰子、槟榔等优质特色资源更是百姓生
产生活中的“传家宝”。通过举办一系列
的展览和活动，可以推动海南特色文化
资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带
动海南特色产业发展。

“海南一直有优质物产被送入庄严宫
廷的历史，体现了海南在中国古代物质文
化史中的重要地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

员周京南说，故宫博物院保存了一定数量
的以沉香、黄花梨、椰子、玳瑁等材料制成
的文物，涵盖了家具、文具、文玩、首饰等
各个门类，这些流传有序的文物精品展现

了海南物产的精湛工艺和独特魅力。
此次展览不仅是一次视觉的盛宴，

更是一次文化熏陶和心灵洗礼。周京南
说，希望大家珍视这份来自海南的宝贵
遗产，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更多“5·18国际博物馆日”报道见
A02、A06版）

故宫博物院藏海南文物特展在省博开展
共展出文物96件/套，将持续至明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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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本报金江5月18日电（记者陈彬）
5月17日，位于澄迈县的省级热带野生
稻种质资源圃，一株株从各地采集而来
的野生稻，正栽种在基地里。每个栽培
盆里都插上一块写有数字的白色小牌
子，标记出分属不同居群的野生稻。

顶着烈日，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海南
野生稻保护与创新利用团队助理研究员
翟李楠正和同事们细心观察野生稻的生
长情况。“这些都是科研人员历时十多

年，花费大量精力从全省各地采集而来
的野生稻。”翟李楠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后续进行的野生稻表型性状以及基因鉴
定等工作，将为水稻育种提供重要的优
质资源。

何为野生稻？野生稻既是水稻种业
创新的“基因芯片”，也是水稻生物技术
研究重要的基因载体，具有抗病、抗虫、
耐涝、耐寒等遗传性状，是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战略性物质基础。这一株株野生

稻，看起来很像田野里的杂草，若非专业
人士仔细甄别，一般很难被发现。海南
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省农
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长王效宁介
绍，与生产上应用的栽培稻相比，野生稻
具有穗粒小、芒长、成熟后易脱粒等特
性。由于形似野草，且多生长在水沟、小
溪、林间等地，随着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
大，容易遭到人为破坏，一些自然居群正
在逐渐萎缩甚至消失。 下转A02版▶

海南逐步完善野生稻保护体系
已收集保存野生稻种质资源3000多份

打造新质生产力重要实践地

新闻故事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符总，下半年打算种什么？”“还是
玉米，计划11月开始种植……”近日，昌
江黎族自治县叉河镇唐村村务专员郭青
龙忙完日常工作后，一边给海南禾沣农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符天鹏打电话，一边
加快脚步，向大广坝昌江干渠唐村段旁
的一片玉米地走去。

这片由海南禾沣农业有限公司承
包种植的800多亩玉米地，自4月底采
收结束后，正在进行玉米杆还田，以增
加土壤肥力。“从引进企业、助力土地

开发到跟进做好后续服务，我投入了
许多精力。”郭青龙说，虽然已到还田
阶段，自己还是放心不下，不时要来地
里看看。

要知道，这片玉米地曾撂荒多年，全
然不是眼前这番景象。

2020年，昌江首创“村务专员”制
度，探索设置“村务专员”专岗，聘用本村
或本乡镇的高校毕业生回村协助村“两
委”干部开展村务工作，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力量。也是在那一年，26岁的郭青龙
放弃在深圳的工作，返回家乡叉河镇，到
唐村担任村务专员。

“青龙，你年轻能干、头脑灵活，又有
在一线城市做销售的经验，要想办法把
这近千亩荒地盘活起来。”一到村里，当

时的驻村干部曾德林就找上门来，给郭
青龙抛出摆在面前的一个发展难题。

原来，村里有近1000亩土地常年撂
荒，地里的大芒草长得比人还高。

怎么办？郭青龙思索一番，决定从
宣传入手，引进种植企业来开发这片撂
荒地。“唐村自然条件好，已发展黑山羊
养殖、光伏产业等，村民也十分淳朴善
良，这些都是优势。先要让更多企业看
到唐村、了解唐村。”他说，2021年，在
镇、村的支持下，他组织村里的大学生拍
摄制作了首个宣传片并在抖音等平台发
布，用5分多钟的精美画面，集中展示了
唐村的产业、人文和环境情况，助力招商
引资。

下转A03版▶

昌江依托“村务专员”制度，组织上百名大学生深入基层助力乡村振兴

村里来了“新青年”

■ 本报记者 刘晓惠

2024年5月19日，第14个“中国旅
游日”如期而至，线上线下文旅活动精彩
纷呈，文旅融合带来的美好体验成了人
们的“幸福必需品”。

近年来，海南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
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一条街、一个
展、一幕剧、一碗粉……行走海南，壮美的
自然景观与深厚的历史人文深度交融，一
个个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精彩上演。

以文塑旅“火”了旅游

近年来，随着人们文旅需求的日益

增长，海南加快推进文化和旅游业态、产
品、市场、服务的融合，形成了优势叠加
的良好局面。

5月18日，夜幕降临，月悬墨空，海
口骑楼老街上流光溢彩，三五成群的游
客有说有笑，还有撑着油纸伞的旗袍姑
娘、头戴金钗的汉服姑娘驻足拍照。

“我在网上刷到很多骑楼老街的‘种
草帖’，特地过来感受海口的历史文化。”
湖北游客蒋秋菊说，这次来到海口，她不
仅逛、吃、住都在骑楼，还沿着骑楼老街
附近的水巷口、博爱路、少史巷、打铁巷
等老街Citywalk（城市漫步），感受最地
道的海口生活，“椰城有文艺范，更有烟
火气。”

作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海口骑楼老街不断探索文旅融合
的新场景。整条街上，创意美食、网红茶
饮、潮流文创一应俱全；每逢节假日，文
化巡游、非遗走秀、旅游商品集市等各类
特色活动轮番举办……百年老街的文化
底蕴与文旅融合的活力在这里涌动交
融、推陈出新。

海口骑楼老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讯介绍道：“我们在修缮的过程
中，特地保留了骑楼特有的烟火气，并挖
掘了本地特色文化，还原公期巡游、冼夫
人节等节庆活动，在尊重文化原貌的基
础上修复基底，让骑楼老街成为世界认
识海南的地标。”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热闹的不
只是海口骑楼老街，文昌文南老街、琼海
蔡家宅、三亚保平村等地标式文化景点
也人气颇旺。穿行其间，细细品味，文脉
涌动，别有一番收获。 下转A03版▶

我省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融合发展

在文旅交融中体验海南之美

本报定城5月18日电（记者李豌）
“我们培育了近30万株油茶苗，今年10
月就能对外销售，预计实现产值近200
万元。”5月17日，位于定安县富文镇高
塘村的海南油茶育苗圃，苗圃建设和管
理方海南民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郑明侠对海南日报记者说，这些油茶苗
由本地油茶砧木嫁接优良品种穗条所培
育，高产且根系发达。

自2020年底起，在海南大学科研团

队支持下，高塘村逐步建起海南油茶优良
品种的种质资源圃、采穗圃、育苗圃和高
产示范园，形成“三圃一园”，探索海南油
茶高产路，助力海南做好“六棵树”文章。

“实生苗种植的油茶，结果较少甚至
不结果。经过多年品种选育和区域试
验，我们海南大学培育出的油茶良种十
分高产，一棵生长4年的油茶小树，一年
能采果8公斤；如果达到6年至8年的盛
产期，一年能采果25公斤。”在高产示范

园，海南大学教授吴友根介绍，这里一共
种植油茶130亩，目前部分植株进入结
果期，待成熟期后，通过榨油可实现亩产
值6000元。

“2023年底我们还新建了近10亩
的采穗圃，把油茶良种的嫁接苗种下去，
一旦嫁接苗生长到1米左右，并出现较
多分枝，我们便可以剪穗条，然后把这些
穗条嫁接在育苗圃培育的本地油茶砧木
上。”吴友根说， 下转A02版▶

联动海大科研力量

定安打造“三圃一园”探索海南油茶高产路 ■ 本报记者 孙慧

“大家快集合，‘明星’见面会马上要
开始了！”5月18日中午，在海南大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大田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的办公楼前，2024年国际
生物多样性日主题采访团的记者们扛着

“长枪”“短炮”下车，期待见到这个保护
区里最亮眼的“明星”——海南坡鹿。

“来了！来了！它长得好漂亮！”一
只身姿修长、双眸乌黑的海南坡鹿飞奔
过来，将嘴伸到了管护员手里咬起一块
地瓜干，众人赞叹道。

这只名为“田田”的海南坡鹿，是保
护区里一只母鹿难产而亡后留下的鹿
崽，被管护员抱回来人工喂养，长大后虽
然也回归原野，但还时常回来与大家相
处，一点也不惧怕人类。

海南坡鹿是海南特有的珍稀物种，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IUCN）列为濒危物种。在20世纪
80年代，大田坡鹿保护区被列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有关部门也在该保护区周
边筑起了数十公里的防护栏杆，并陆续
安装了监控等设备，海南坡鹿也有了较
好的生存安全保障。目前，该保护区内
约有400只海南坡鹿。

记者们走进管理局的办公大楼，大
屏幕上的摄像头显示，视频监控系统正实
时监测着海南坡鹿的踪迹。“近年来，我们
通过建设视频监控系统、引进无人机监
测技术、布置红外线相机，以及配备GPS
项圈等方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监
测模式，为保护区内的科研监测、巡护管
理提供多维数据支撑。”海南大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王合升介绍。

占地面积1310公顷的大田保护区，
放眼望去尽是广阔的稀树草原、灌木草

地，不时可见三五成群的海南坡鹿躺在
阴凉的树荫下，或是在溪边饮水玩耍。

在大田自然保护区管护员的精心保
护下，海南坡鹿种群数量逐步上升，为确
保大田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承载量，部分
坡鹿被迁徙到邦溪、猕猴岭、保梅岭等毗
邻热带雨林的区域，还有部分海南坡鹿
回归野外，实现野外生存繁衍。

生活在保护区内的海南坡鹿也不孤
单，除了海南坡鹿以外，大田自然保护区
里还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圆鼻
巨蜥、小灵猫，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蟒蛇、海南兔、海南麂、原鸡等21种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

“我们会通过机械压灌、人工挖除、种
植牧草、开挖储水池等一系列方式，改善
坡鹿的生境质量，对坡鹿的栖息地进行生
态修复。”王合升说，虽然大田自然保护
区为海南坡鹿营造了一个安全适宜的生
存空间，坡鹿种群数量也在逐年上升，但
海南坡鹿仍然处在濒危阶段，仍需加强
保护力度。 （本报八所5月18日电）

大田保护区里的“明星”见面会
关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5月18日，“物华天宝 黎海琼珍——故宫博物院藏海南文物特展”在海南省博
物馆开展，吸引游客参观。 本报记者 周达延 摄

5月17日，俯瞰国内首座公共科考码头——海南三亚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项目。
近日，该项目顺利完工，将在完成验收后投入运营，迎接科考船舶的停靠。据悉，

该项目概算总投资超6.6亿元，面积约6.59万平方米，投运后可满足3艘5000吨
级科考船同时停靠需求。 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三亚南山港
公共科考码头完工

关注“5·19中国旅游日”

关注“5·18国际博物馆日”

■ 本报记者 郭萃

“该产品可以通过从人体自体血样
中制备自体富血小板血浆，用于骨折手
术的辅助治疗，整个过程简单、安全、无
污染。”5月17日上午，在海南苏生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内，董事长曾胜正向海南
日报记者展示一个长得像大号注射器的
三类医疗器械产品——“富血小板血浆
制备器”。

今年2月，该公司申请的“富血小板
血浆制备器”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批准上市，成为我省今年首个获批的三
类医疗器械。

近年来，我省医疗器械产业实现快
速发展，今年截至4月底，海南首次注册
的二类医疗器械已批准68个，相较于
2021年全年获批21个实现较快增长。

“这不仅仅是数量的增加，也是品种

结构的优化、产品技术含量的提升、市场
价值的扩大，以及产业发展动能的增
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处处长
潘爵南说。

产品获批速度快
企业纷纷看好海南

“去年我们获批了7个二类和三类
医疗器械，今年已获批2个。”对于海南
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曾胜感触颇深，

“无论是研发的活跃度，还是产品的获
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告诉记者，
在产品审批过程中，专家多次上门指导，
对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和专项辅导，加速
推动产品研究及注册进程，助力产品加
快上市。

除了产品获批以外，不少国内知名
医疗器械企业也纷纷来海南落户投资，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便
是新落户的企业之一。

“我们已经在海凭国际·海口高新区
医疗器械园购置独栋厂房，用于支撑未来
国际业务增长，目前场地处于装修设计阶
段，预计年底正式投用。”深圳开立生物医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外大区总经理娄
杨告诉记者，厂房投产后，将作为开立医
疗面向国际，特别是东南亚、中东等市场
的“桥头堡”，承担包括销售运营、市场培
训、临床教育和售后服务的综合功能。

一组组数据，展现出了海南医疗器
械的发展成果——

在产品注册方面，2021年底，全省
仅有4个三类器械文号，2022年获批了
4个，2023年则达到了6个；首次注册的
二类医疗器械，从2021年全年的21个，
今年截至4月底已批准68个。

下转A02版▶

精准施策激发创新活力，高效审批助力产品上市

海南医疗器械产业“量质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