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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 新海垦

海垦商贸物流与广东省供销社
谋划物流产业合作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羊广）日前，海南
农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
商贸物流）与广东省供销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广东
省供销社）在海口座谈交流，就双方共同在广东省
徐闻县布局农产品物流项目展开深入探讨。

会上透露，海垦商贸物流正积极谋划布局海
南农垦“1+8+N”三级冷链物流体系建设，计划在
徐闻布局冷链物流项目，与广东省供销社具有广
阔的合作前景，希望双方以此次座谈为起点，发挥
各自优势，在冷链物流项目合作方面找到互惠共
赢的契合点。

广东省供销社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该供
销社在农资、粮油、冷链、农产品配送等方面积极
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目前正积极在徐
闻谋划农产品综合物流项目。双方有巨大合作潜
力，希望合同在徐闻布局农产品物流项目方面，进
一步畅通琼粤两地农产品供应链。

海垦集团推出“粽情端午
粽享安康”线上促销活动

本报讯（记者邓钰）6月1日至端午节假期，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垦集团）在自有微信小程序商城开展“粽情端午粽
享安康”线上促销活动，上架10款海垦系列产品，
积极迎接端午小长假购销高峰。

围绕端午小长假消费需求，海垦集团以文旅
融合、餐饮美食为重点，上架粽子礼盒、椰子汁、木
瓜条和端午一日游套餐等系列产品，渗透丰富多
元的消费场景，助力垦区产品走红“出圈”。

与此同时，海南农垦各企业从备货物、稳物
流、保质量、提销量等多方面入手，做好产品前中
后期各项保障工作，积极保障消费者需求。

海垦集团赴粤考察交流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黄柏玮）日前，海

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组织考察队伍，
赴广东展开为期3日的考察交流，拜访政府部门、
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学习先进经验，深化交流合
作，实现共赢发展。

海垦集团考察组第一站到达粤港澳大湾区黄
埔材料研究院交流，双方围绕天然橡胶“五个一”
建设、新质生产力培育、橡胶产业高端化展开交
流，推动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
平上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

随后，考察组来到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通
关（增城）便利区，与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作
办公室有关负责人等座谈。各方围绕基地标准化
建设、产销对接、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等方面进
行深入交流，找准合作契合点，助力海垦农产品

“走出去”，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程
高质量发展。

最后，海垦集团与中远海运（广州）有限公
司、中化学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举行座谈，三
方分别介绍本企业发展情况，就携手共谋海南绿
色新能源领域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并初步达成合
作共识。

白沙垦地
融合发展垦区林下经济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符妙瑾 符陈斐）
日前，白沙黎族自治县在七坊镇举行白沙发展垦
区林下经济工作座谈会，摸底辖区内垦区企业林
下经济资源，了解当前发展难点，探讨白沙垦区林
下经济发展模式和路径，以垦地融合为抓手，进一
步激活垦区林下经济发展新动能。

会上透露，白沙依托林地资源禀赋，将发展林
下经济作为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纳入全县经济
发展的重点领域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白沙的垦区
企业主要分布在牙叉、邦溪、七坊等多个乡镇，拥
有大量橡胶林、红橙林等林地资源，且尝试过发展
林下养牛等产业，土地资源丰富，区位条件良好，
林业产业基础良好，林下经济发展潜力极大。

双方将结合实际，共同探索林下经济发展方
向和发展路径，积极探索更多符合本地特点的经
验做法，打造垦地林下经济发展标杆，实现垦地
共同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乡村振兴的共赢
局面。

海南农垦多款茶叶
获全国奖项

本报讯（记者邓钰）日前，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公布多项全国茶产品赛事结果，其中海南农垦共
计4款茶产品斩获佳绩。

在近日于浙江省宁波市举行的第十二届“中
绿杯”全国名优绿茶产品与包装调查推选活动
中，海南农垦白沙茶业股份有限公司选送的白沙
牌陨石银针茶样品从全国596个有效绿茶样品
中脱颖而出，获评“四星产品”。该款茶产品具
有嫩绿明亮、浓醇甘爽、外形紧结、香气清香持
久等特点。

在近日于福建省福安市举行的“坦洋工夫”杯
2024全国红茶产品与包装调查推选活动中，海南
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选送的3款茶产品从
837个有效样品中脱颖而出，斩获佳绩。它们分
别是白马岭牌白马骏红·尊红茶样获评“五星产
品”，白沙牌陨石金针茶样获评“四星产品”，金鼎
牌金鼎红茶茶样获评“三星产品”。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谭文
丽）近日，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集团）面向全垦
区启动2024年度科技项目申报工作，
鼓励下属企业通过组建联合创新团
队、共建产业研究院、打造成果转化基
地等思路举措，因势利导积极申报科
技项目，以科技赋能产业发展，实现科
企融合，推动科技成果落地应用。

海垦集团已面向全垦区下发
2024年度科技项目申报通知和申报
指南，鼓励垦区企业以应用研究和成
果转化开发为导向，开展项目申报和

创新工作。
据悉，申报项目聚焦农垦产业发

展重点，涵盖天然橡胶、现代南繁种
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畜禽水产养
殖、农产品保鲜和加工、数智农业等领
域，鼓励下属企业与科研单位合作组
建创新团队开展联合攻关。

申报指南中明确，海垦科技项目
分为团队联合创新类和企业自主研发
类两大类项目，并进一步优化支持领
域和方向。其中，团队联合创新类项
目为今年首次提出，旨在充分鼓励下
属企业牵头与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

业合作，组建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共
同承担天然橡胶和现代南繁种业等领
域重大项目计划和攻关任务。

在团队联合创新类项目运营管理
模式上，海垦集团将创新实行行政和
学术负责人“双负责制”，双方联合开
展项目目标任务确定、内容指标分配、
技术路线设计、经费预算开支、组织协
调保障等全过程管理。

此类项目启动后，海垦集团将与
优势科研院校合作共建现代产业创新
研究院，且将遴选部分实施成效显著、
对产业转化引领带动作用突出的项目

给予事后奖补。
本次申请立项项目经费原则上由

集团和下属企业联合出资。值得一提
的是，海垦集团聚焦国家所需、产业所
趋等关键因素，重点支持落实天然橡
胶、南繁种业等集团战略任务或探索
性、创新难度较强的项目，并承担此类
项目研究经费，扛起“国之大者”使命
担当。

目前，海垦集团成立科技创新部，
并派出科创专员对接下属企业提供指
导服务，持续提升科技创新工作服务
水平。

据了解，今年以来，海垦集团充分
摸底下属企业的科研项目建设需求，
并通过实地考察、多方调研等形式，了
解科技项目申报、推进等全过程中的
痛点和难点。

与此同时，该集团根据实际情况，
充分调整优化，出台申报指南等相应
举措，充分服务科技项目申报和开展，
同时将推动项目建设进度纳入年度考
核目标任务，并将在后续工作中进一
步明确奖惩机制，充分激发海垦企业
科创工作积极性，持续培育新质生产
力，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海垦集团启动2024年度科技项目申报工作

激活科技创新“动力源”

海
垦
集
团
着
力
推
动
绿
色
发
展
，不
断
激
发
新
质
生
产
力

海
南
农
垦
的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
镇，海南农垦生态有机茶园里，
工人穿梭，采摘新发的茶叶。

近两年，海南农垦热作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垦热作）加大生态有机建设力
度，在白沙、琼中等地，以有机
种植、生态管理等举措，持续提
升生态环境、生态建园、生态化
栽培技术水平，强化生态茶园
建设。

“我们希望对有机茶园生
产技术环节实行升级改造，促
使有机茶园成为标准种植示范
基地，辐射带动周边有机茶的
种植和加工。”海垦热作相关负
责人表示，采取人工除草、以花
治虫、以草抑草等一系列生态
管护措施，茶叶品质持续提升。

今年，海垦集团提出要培
育一批生产、生活、生态深度融
合的现代农业新模式、新业
态。下属企业迅速行动将“两
山”理念落实到生产、加工、流
通、销售等发展全链条，加快推
动农业领域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挖掘绿色增长点。

绿色动能持续增强——海
垦各标准化基地探索循环农业
等生态生产手段；海垦母山咖
啡公司用光伏电烘焙咖啡，用
生物降解材料包装产品，打造
出“无碳”咖啡，构建农业绿色
供应链；

绿色活力持续释放——海
垦热作旗下获评白沙绿茶生态
茶园获评中国茶产业T20最
美生态茶园称号，实现质、价双
升，擦亮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变现
——“莲花山矿山生态修复及
价值实现案例”入选全国11个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
（第三批），生动演绎着“山水
经”转化为“致富经”的故事。

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
海垦集团正发力探索一整套经
济建设与生态文明互融共生的
新方法，让绿色发展的新成效，
不断激发出新质生产力。

（本报定城6月6日电）

定安县雷鸣镇，原金鸡岭农
场十二队北矿段矿山修复现场，
满是新绿的百香果园内，藤蔓间
鸟儿窜动，叽叽喳喳的啁啾声响
成一片。

但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
里，这里几乎成了无人敢入的“禁
地”。“偶尔有牛羊误入，不是摔死
就是摔伤。”海南农垦母瑞山农场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诉说，“禁
地”里让人避之不及的“陷阱”，其
实是一个个藏在杂草下的废弃矿
坑。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至本世
纪初，人们在原金鸡岭农场十二
队北矿段矿山大量开采玄武岩，
一车车矿石从此处运往各地，经
济发展起来的同时，也欠下了一
笔沉重的生态环境账——植被严
重破坏、林地涵养能力严重退化、
废石废料堆积成山。

本世纪初，矿山终于关闭。
这片废弃矿山荒废了近 20年。
期间，人们也试想过修复的可能
性。然而，矿山废弃面积大、投资
大，加之修复工作是一项系统工
程，并非一次性的治理就能根除，
需要长期的维护和运营。如果单
纯依靠地方财政拨款或者农场公
司投入，只怕难以为继。

在业态的探索和开发中，海
南农垦企业勇作“更新法”。依托
政策，在矿山修复中植入市场化
理念，为矿山修复提供可持续的
经济支撑。

如今，废弃矿山成了绿色农
庄。母瑞山农场公司引入社会资
本，共同修复矿山，并就地打造一
二三产融合的绿色农庄。

更新发展思维，海南农垦企
业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发展
方式的绿色转型。

海口市龙华区，海垦·安悦兰亭
项目现场，8栋高楼拔地而起。对比
鲜明的是，项目中央的空地上，两棵
相邻的白兰树，茂密生长，枝叶勾
连，俊秀挺拔。

两棵古树伸展的“躯干”有20
多米、五六层楼高，粗壮的“躯体”得
两三位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合抱，“臂
展”最长能接近30米。从树上挂着
的名牌看，二者皆为“国家三级古
树”，生长于斯已有百年。

2022 年，古树迎来命运转折
点。它们扎根的土地原为海南省农
垦总局招待所，2022年3月确定为
安居房建设用地。

一边是要建设安居房民心项
目，一边是两棵树的生死存亡，发展
与保护之间应该如何选择？

最终项目建设为古树让步。业
主单位海南农垦昌顺投资有限公司
和施工单位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决定千方百计，保护古树生
活空间，并充分与属地政府沟通，垦
地联动，构建古树保护机制，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

“古树的存在，对车辆运输、材
料堆放以及运输塔吊的高度和延展
度都有所限制。”项目驻场建筑工程
师马世民介绍，一方面，建设过程要
让着古树，冠幅投影面周边，不能有
任何构筑物，更不能破坏其根系，相
当于有大面积地块无法使用。

另一方面，地下车库建设要避
开古树，开发成本骤然提高；此外，
古树需要全生命周期保护，在建设
过程中要及时施加大量保护措施。

但古树保护不容轻视。即使
这为建设增添了许多附加难度，施
工人员却把这些当作“甜蜜的负
担”。

“全方位呵护”让古树自由生
长。项目划出1100平方米保护区，
在周边设置防护围挡，在树根的5米
范围内不做硬化措施，为古树划出
了安全距离。

在越来越多的产业实践中，海
垦人愈发意识到，生态的辩证法中，
发展难题在保护，破题也在保护。
向绿图强，生态能增添发展底色。

在花季里，白兰树枝头白花盛
放，清新的香味弥漫在项目现场，挥
散不去，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生动写照。

■ 本报记者 邓钰

百年老树，生机勃勃。海口
闹市里，仍在施工的海垦·安悦兰
亭安居房项目里，两棵相邻的百
年白兰树，枝连叶牵，迎风招展，
婆娑着拳拳“护绿”之心。

一处矿山，化灰为彩。定安
县雷鸣镇，原金鸡岭农场十二队
北矿段矿山修复现场，新栽的百
香果绿油油一片，藤蔓间鸟儿啁
啾声，诉说着青青发展之意。

一片茶园，点绿成金。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海南农
垦生态有机茶园里，茶树冒发新
绿，在人工除草、以花治虫、以草
抑草等生态管护下，茶叶品质持
续提升。

在刚过去的世界环境日，人
们将目光投向发展一线。处处绿
意，处处生机，海南农垦各个产业
基地和项目现场，生态理念融入
产业发展的每一环节。海南省农
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垦集团）在今年的工作报
告中明确提出培育一批生产、生
活、生态深度融合的现代农业新
模式、新业态。

向绿图强，向“新”发力，海垦
企业以绿色赋能，不断激发新质
生产力，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谱写生态文明建设的美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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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垦·安悦兰亭安居房项目
工地现场，施工方设立保护区保护
古树。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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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料
图
）

在海南农垦白沙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的茶园基地，工人在采茶。（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