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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 6月 17 日电 （记者
黄媛艳）6 月 17 日，经三亚海关检
疫监管合格签发植物检疫证书后，
三亚吉至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3
吨红心火龙果装车发往深圳，从盐
田港口运往加拿大温哥华。23天
后，新鲜的三亚红心火龙果将进入
温哥华市场。这是三亚火龙果首
次出口加拿大，标志着三亚火龙果
达到欧美质量认证标准。

采摘、分拣、打包、装箱……6
月17日，三亚吉至源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位于三亚市天涯区梅村的种
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将3吨“金都
一号”红心火龙果装车运往深圳。

“此次出口的3吨红心火龙果经海
关查验，确认各项指标检测符合出
口标准后，从种植基地运抵深圳，
经盐田港口通过海运方式运至加
拿大温哥华。”该公司总经理韦定

豪说，在三亚海关的支持下，今年5
月他们获得出口资质后一直筹备
出口业务，与加拿大客户洽谈后达
成此次交易。

“金都一号”红心火龙果基地
共100亩，目前该基地的火龙果已
进入盛果期。此次基地出口加拿
大的火龙果中心糖度达到21%，而
一般的红心火龙果糖度只有 15%
至17%，因此口感更甜更佳。

种植技术上，该公司种植的
100亩红心火龙果按照绿色环保、
生态科学的方式进行管理，除施用
生物肥料外，灭虫也主要采用安装
灭虫灯等物理灭虫方法，并实行全
程品质、质量监督，从源头保障果
品的品质，所以种出的火龙果品质
高、口感好，符合出口标准。同时，
他们采用先进的保鲜技术，使红心
火龙果更耐储存，最长可存储 30

天。从三亚到达加拿大温哥华海
运需要23天，所以火龙果到达加拿
大后依然保持新鲜红皮绿叶，口感
依旧甜美。

“三亚红心火龙果首次出口加
拿大，打通了火龙果海外销路渠
道。接下来，三亚将拓展海外销售
市场，推动三亚火龙果国际市场销
售。”三亚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说。

3吨！三亚火龙果首次出口加拿大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6月15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本
号镇什巴火龙果基地里，排列整齐的
支架上，火龙果藤攀援环绕，枝叶四
散，同一片地里，淡黄的花苞、翠绿的
青果、火红的熟果同时点缀其中，甚
是好看。

一大清早，什巴村村民王翠霞便
来到地里务农，她还有另一个身份
——片区生产组长，要带领3名工人
对约60亩的火龙果地进行产量管
理。又到了施肥的日子，他们将花生
饼、红糖、菌种等按一定比例发酵后
制成的有机肥通过水肥系统浇到地
里后，又开始为火龙果修枝疏花。

基地的果子火红，村民的日子也

“红火”。“在公司做工比以前在家里
种地挣得多，有干劲！”王翠霞口中的
公司有些特别，2020年，在本号镇
委、镇政府的指导下，什巴村、格择
村、黎跃村、军普村和芭蕉村5个村
携手合作，共同注册成立了海南和正
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以联合运营的方
式管理203亩火龙果种植基地。

发展火龙果产业，为何要跨村合
作？本号镇毗邻吊罗山，不仅光照和
热量条件优越，而且灌溉水质好，是
火龙果种植的绝佳环境。“单个村的
力量比较薄弱，我们‘抱团’能够更好
地统筹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整合土地
资源。”什巴村党支部书记卓振强说，
各村派代表参与组建董事会、监事
会，让管理更加透明。

不仅如此，当地探索创新“党支
部+村集体公司联营+基地+农户+
职业农业经理人”的合作经营模式，
通过提升管理水平，让特色产业进入
快速发展轨道。

有着近30年销售管理经验的余
泉祥，受聘成为什巴火龙果基地的职
业农业经理人。每天，余泉祥都跟基
地员工一起下田，一起劳动，根据田
里的情况及时调整生产、销售策略。

“基地火龙果有得天独厚的生长
优势，通过强化管理、精研技术，品质
受到市场肯定。”余泉祥介绍，如今地
里的红心火龙果甜度高达23度左
右，好品质吸引了高端渠道商前来。
去年，基地累计产量69.3万斤，销售
额近200万元，分级售卖，丰产期的

效益十分可观。
提升效益的另一个秘诀，就藏在

创新的管理当中。在基地，实行的是
片区管理责任制，聘用12位当地村
民作为产业工人，每名生产组长带领
3名工人对固定片区进行产量管理，
亩产达标后有相应奖励。

“去年我们组红心火龙果的平均亩
产达到了5500斤，每斤奖励一角钱，优
秀组长还有额外奖励！”两个月前，王翠
霞拿到了去年近1万元的激励奖金，今
年，已满3年工龄的她还在每月4000
元工资的基础上涨了150元，用她的话
来说，幸福感“直线上升”。

甜蜜产业带动乡亲们致富增
收。据介绍，基地每年兑付土地租金
30.5万元，涉及农户37户，户年均增

收8200余元，此外，基地每年就近解
决临时用工需求260余人次，还组织
开展多次火龙果种植管理技术培
训。在产业分红增收方面，2023年，
这一产业对5个村脱贫户进行分红，
分红金额达30万元。

“今年预计产量能达到 230万
斤，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继续加强规
范化种植管理，打开中高端市场，再
想办法向鲜食深加工、采摘游产业链
延伸。”对于基地的规划，余泉祥很有
信心。不久前，什巴火龙果产业基地
已提交“绿色食品”标志认证申请，为
了进一步满足供货商超的需求，基地
正积极策划并着手建设冷库，以保障
火龙果的新鲜度和长期储存能力。

（本报椰林6月17日电）

陵水本号镇什巴火龙果基地跨村联合运营，提升生产质效

5村抱团开公司 村民合力谋增收

“枫桥经验”在海南

海口美兰区
行政争议调处中心成立

本报海口6月17日讯（记者刘梦晓 特约记
者王聘钊）6月17日，海口市美兰区行政争议调
处中心在美兰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揭牌成立，标
志着美兰区行政争议纠纷化解工作迈出了新步
伐，对高效化解行政争议、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
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

美兰区司法局负责人介绍，美兰区行政争议
调处中心是由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
察院协同搭建的行政争议纠纷化解平台，旨在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矛盾纠纷化解在
基层，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加强诉源治理，从源头
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的发生，真正实现案结事
了人和，在维护社会稳定、做好矛盾调处工作方面
具有重大意义。

据了解，美兰区行政争议调处中心成立后，将
进一步提升府院联动化解矛盾纠纷的整体合力和
综合效应，充分发挥行政调处在化解社会矛盾中
的重要作用，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和诉源治
理，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琼海首个“无讼村（居）”
示范点在博鳌揭牌

本报讯（记者陈子仪 通讯员罗颖）近日，琼
海首个“无讼村（居）”示范点在博鳌镇莫村揭牌，
标志着琼海探索“枫桥经验”时代化、法治化、系统
化，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拉开新序幕。

据了解，“无讼村（居）”创建工作是琼海创新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具体表现，也是人民法
院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助力推进基层社会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琼海市人
民法院将以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示范项目为抓
手，联合地方基层治理单位深入开展“无讼村
（居）”创建，不断丰富“无讼村（居）”创建“琼海经
验”，全力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提升平安琼海、
法治琼海建设水平。

琼海法院博鳌法庭庭长邹燕萍表示，今后法
院将继续依托乡镇综治中心、司法所、派出所、莫
村网格建立法庭干警包点化解机制，定期对村委
会涉家事、邻里、土地等民间纠纷进行排查，研判
调解，并以点带面不断扩大无讼村版图，以博鳌镇
莫村为示范点，做好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全面推
进诉源治理减量，助力降低辖区万人成讼率，不断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 本报记者 刘宁玥

近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
根镇水朗下村的林下经济黎药项目基
地，一簇簇叶片呈圆形的金钱草、开淡
紫色花的猫须草，在橡胶林中挺立
着。基地负责人胡首东小心翼翼迈入
林地，俯下身察看脚边这些草药的长
势，喜不自胜地拍照，分享给该村黎医
王奋。

2023年，琼中县农业农村局在水
朗下村试点打造黎药种植项目，促成
了胡首东与王奋的合作。这名举止沉
稳、神情专注的资深黎医，成了胡首东

信赖的“项目顾问”和买家。王奋仔细
分析自己的行医记录，建议胡首东试
种五指毛桃、牛大力、地胆草等草药
60余亩，并购买了收获的药材。“目前
看，黎药需求缺口还很大，我们计划进
一步扩种，选育新品种。”胡首东说。

按照传统，黎医一般是先看诊，再
上山采新鲜草药，因此黎族医药传统
配方难以实现量产，医生也必须在深
山中行医。不过，王奋在2010年自掏
腰包建成一座占地面积为100多平方
米的仓库，能够收储一些能够晒干存
放的黎药，实现了小范围的黎药收储、
使用和交易。

“建仓库以后，制药的速度变快
了，接待的病人越来越多。”王奋介绍
称，依托仓库，他能够大量熬制一种叫
作“腰痛汤”的熏蒸药汤。这是一项祖
传的独门医技，行医30多年来，他已
用“腰痛汤”熏蒸技术治疗腰痛病患者
9000余人次。

“这门黎族医疗技艺经过多年实
践，证明有一定的疗效。”琼中县中医
院有关负责人说，自2023年8月起，
他们与王奋合作，尝试在“黎苗医药体
验区”推广熏蒸技术，至今体验数量突
破1000余人次，它还得到了候鸟老人
的青睐。

靠着这门技艺，他即将得到另一
份新工作。“王奋是我们挖掘的一名黎
医人才，我们与他合作推广黎苗医药，
还将他登记为确有专长的黎苗医从业
人员，通过组织培训，帮助他通过了乡
村医生执业证书考试。”琼中县卫健委
有关负责人说，接下来，他将持证到医
院的“黎苗医药体验区”，为更多患者
提供诊疗服务。

行医、种药之余，王奋还在琼中县
卫健委的任命下，牵头收集整理全县
10个乡镇的黎苗医药人才信息，挖
掘、整理和保存民间有确切疗效的黎
苗医药方剂、操作手法、制剂工艺等。

最近，他一直在办公室，锁着眉头，翻
阅资料，钻研如何做好药材的分类、保
护，进一步落实好黎苗医药文化的传
承与保护。

除黎药种植、仓储、加工及医疗服
务外，琼中还充分用好人才优势，规划
在水朗下村打造黎苗医药体验馆，发展
黎苗医药种苗选育，打造一个具有代表
性的黎苗医药森林康养项目。“一系列
规划和举措都让我们看到了黎苗医药
产业的广阔前景。”王奋期待地说，“身
为一名黎医，我愿意尽可能发挥自己的
优势和特长，为产业发展出一份力。”

（本报营根6月17日电）

琼中大力发展黎苗医药产业，传承与保护黎苗医药文化

一位乡村黎医有了新使命

本报五指山6月17日电（记者
孙慧）海南日报记者6月17日从海南
省林业科学院五指山分院获悉，当前
五指山市正在开展野生茶树资源普
查行动，目前已普查到五指山大叶茶
野生茶树3600余棵，其中百年以上
树龄的古茶树200余棵。

五指山大叶茶野生茶树主要分
布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
片区及五指山市各乡镇的林区。由
于野生茶树生长环境复杂，加之长期
以来缺乏有效保护，五指山大叶茶野
生茶树的生存状况面临诸多挑战。

为全面掌握五指山野生茶树的分布
情况，在省林业局的指导下，五指山
市林业局协调省林科院林业专家、技
术人员和当地护林员组成调查队伍，
对全市野生茶树资源开展普查工作，
并建立档案数据库。

在五指山市水满乡鹦哥景红茶
园内，5株古茶树挂上了市林业局颁
发的古茶树保护牌。“经林业部门鉴
定，这些古茶树树龄大概是120年，
可以说是五指山大叶茶的‘活化
石’、基因库了。”海南鹦哥岭景红茶
叶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周玉景说，

目前这几株古茶树依旧会进行采摘
修剪，茶树种子也会拿来进行育苗
种植。

据介绍，五指山市野生茶树资
源普查行动仍在继续进行中，由于很
多野生茶树生长在深山老林里，还需
要进一步开展调查和记录，通过普查
行动收集、保存海南大叶种茶野生资
源，建立种质资源库。此外，五指山
市林业部门将推动立法保护野生茶
树、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开展病虫害
防治等措施落实，助力五指山市茶产
业发展。

五指山：

已发现大叶茶野生茶树3600余棵

⬆在五指山市水满乡，村民用古茶树的种子培育出茶苗。 （资料图）

➡生长在五指山市水满乡鹦哥景红茶园的海南大叶茶古树。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海南中心项目建设采用
智能安全帽管理平台，促进施工安全

安全帽有了“智慧大脑”
本报讯（记者孙慧）近日，在海南省2024年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主题活动——安全生产标
准化与智能建造观摩会现场，摆在展示区的几顶
安全帽后方都配着黄色的盒子，引起了很多观摩
人员的注意。

“这个‘黄色小盒’是安全帽的‘智慧大脑’，可
实现对佩戴人员的三维立体定位，还能实时感知
监控周边环境状态，感知到危险源可及时预警提
示佩戴人员。”讲解员肖明龙介绍。

中建三局海南中心项目负责人王赛赛介绍，
为切实加强安全生产，提高施工现场管理效率，中
建三局在海南中心项目开展科技强安各项工作，
通过智能安全帽管理平台，采用行业首创的一种
新型传感网络技术和多模融合定位技术，一揽子
实现项目人员安全、考勤、工期、工效和产业工人
管理。

除了智能安全帽以外，海南中心项目还依据
中建三局智能建造实施路径，以智能建造一体化
平台为基础，在设计、生产、施工阶段，综合应用
BIM协同设计、CNC幕墙智能加工系统、最新一
代“空中造楼机”、顶模监测系统、超高层结构健康
监测系统、泵压监测系统、焊接机器人、智能安全
帽等28项智能建造技术，实现数据的可视化、集
成化，通过数据驱动工程生产、施工装备、项目管
理，显著提升项目管理效率。

据悉，海南中心项目预计2026年底初步具备
竣工验收条件。

第六届海底观测科学大会
将在三亚举办

本报讯（记者刘杰 通讯员卓越）近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南热带海洋学院获悉，第六届海底
观测科学大会将于12月5日至8日在该院举办，
持续推进海底观测科学研究及其技术研发，促进
我国海洋事业发展。

据悉，海底观测科学大会由中国科学院院士
汪品先、苏纪兰倡导发起，先后在同济大学、厦门
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
高校举办，已成功举办五届。每届会议都有来自
国内外的众多专家学者与会，交流国内外海底科
学观测的科研成果和经验，共同探讨我国海底观
测技术的发展，促进国内各系统、各单位和各专业
的交流与合作。

本届大会共设置深海观测装备技术与应用、
极地冰下观测技术与应用、海洋遥感观测技术与
应用、深海资源勘探技术与应用、深海试验场站技
术与应用、海洋生物与生态过程、海洋动力过程与
观测、海底地质与地球物理、海洋地球化学与碳中
和九大专题进行研讨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