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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10日讯（海南日报全媒
体记者张琬茜）第六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
于 12 月 4 日至 10 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
办。7月10日，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从电
影节组委会获悉，首届“青椰计划”创投训练
营面向广大华语创作者开启招募，投递截止
日期为9月6日24时。有意向的创作者可
通过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官网（www.hiiff.
net）“电影产业-青椰计划”进行注册报名。

据悉，第六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首次举
办“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并以此作为电影

产业主体活动，扶持青年导演拍摄短片，为
青年创作者提供即时开拍的机会，助力青年
电影人的短片梦想坚实落地。

此次“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整体活
动涵盖评审选拔及路演、入选项目拍摄制
作、节展期间展映活动等环节。在短片项
目评审入围基础上，电影节将邀请资深电
影创作者担任创作导师，举办导师工作
坊、海南研学采风等活动，通过终审选定
8个短片项目，提供各12万元人民币资金
支持和行业资源扶持，最终实现8部短片

成片落地。创投训练营创作成果将持续
进行展映及交流，入选训练营的创作者将
获得电影节荣誉以及后续参与电影节活
动的优先权。

根据安排，7月10日至9月6日为报名
阶段，创作者可登录官网提交报名材料；9
月上旬发布项目评审15强入选通知；9月
中旬至下旬陆续举办导师工坊、海南研学活
动，以及终审路演；10月初公布八强入围名
单；10月至12月进行八强作品拍摄制作；
12月3日至12月10日进行节展，开展八强

作品产业放映、颁发青椰荣誉、“青椰计划”
创投训练营论坛等相关活动。

据了解，申请资格须满足3个条件，一
是创投训练营报名项目须为电影短片（预计
时长15至20分钟）且尚未开机；二是短片
至少有一位主创（导演、编剧、制片人）为中
国国籍，主要对白语言为中文；三是短片须
有固定的导演和制片人，导演及制片人至少
完成过一部短片作品。有意向报名的创作
者可登录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官网进一步查
看报名材料、申请方法、入围待遇等。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曹马志

向着大海启程，一路航行超过1100公里，能遇
到多少海上“精灵”，收获怎样的“鲸喜”？

7月8日，随着中国渔政46016号船返回海口秀
英港码头，为期4天的短肢领航鲸“海棠”放归后的
首次回访暨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活动落下帷幕。

碧海蓝天间，超千头短肢领航鲸、弗氏海豚、喙
鲸、糙齿海豚等鲸豚畅游，红脚鲣鸟、鲯鳅、飞鱼等不
胜其数……中国科学院深海所携手省海洋厅、三亚
市农业农村局、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等组成20余人
的科研观测团队收获满满。

当我们在寻找“海棠”时，我们究竟在寻找什
么？回顾这次回访调查活动，现场观测+全媒体传
播，“海上海南”的生物多样性之美，让人沉浸其间、
流连忘返。

寻找一头鲸
确认“海棠”是否顺利“归队”

“海棠”可不是一头没有故事的普通“男同学”。
在中国科学院深海所专家看来，它可是庞大的鲸家
族中的“明星”，毋庸置疑的“顶流”存在。5月26日，
经过140多天的持续救治、原本因搁浅奄奄一息的

“海棠”顺利回归大海。它是我国首例搁浅短肢领航
鲸被成功救治并顺利放归的主角，刷新我国鲸类搁
浅救护历史的里程碑。

作为一种常年生活在深海的群居生物，搁浅后
放归的“海棠”已经在人类环境生活了4个多月，生
活作息也有所不同，它还能适应野外环境，找到族群
吗？这是许多关注“海棠”的爱心人士的疑问。毕
竟，回归大海，不等于回到家。

为了寻找“海棠”，此次回访调查活动由中国科
学院深海所研究员、航次首席科学家李松海带队。
他常年研究鲸豚动物，对短肢领航鲸的分布和习性
非常熟悉。在为期4天的寻访中，李松海带领观测
团队每天开展 12 小时的持续现场观测，每天追踪

“海棠”身上安装的信标反馈的记录，一步步靠近“海
棠”所在的海域。

最终，此次回访调查活动寻访到“海棠”的踪
迹：它逐渐适应了野外的生活环境，游向了短肢
领航鲸的常态栖息地，找到了族群的很多小伙
伴；频繁下潜到 300 至 500 米范围，抵达这种深潜
鲸类觅食的深海海底，生活状态良好。“虽然没有
亲眼看到‘海棠’，但是我们确认它回家了，过得
很好。”综合分析卫星追踪和现场观测数据后，李
松海说。

寻找一种案例
为救助更多“海棠”积累经验

“这次寻访为救护‘海棠’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李松海看来，经过对放归后持续40多天的信标记录分析，加上4天
的海上实地观测，确认曾搁浅的“海棠”的生活状态，证明放归是成功
的，这场对“海棠”的接力救助过程是科学的。

“海棠”的救助是可以复制的吗？李松海认为，复盘整个救助过
程，可以为海南鲸豚救助提供可复制的宝贵经验，形成了值得借鉴的
救护案例——

“第一前哨”及时反馈。在搁浅鲸豚的救助中，时间就是生命。
发现反馈越及时，救助成功的概率也就越大。此次“海棠”搁浅在海
滩上，热心游客和居民作为“第一前哨”，发现后迅速报警，为专业救
助队伍快速进场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时间窗口”。

“第一意识”至关重要。这一点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发现鲸豚
搁浅后，千万不要第一时间把它往海里推，这是必须牢固树立的“第
一意识”。虽然鲸豚是生活在大海中的，但是只要搁浅，就意味着它
因为生病、受伤等种种原因，已经丧失了海上的生存能力。“这是好心
办坏事，会极大耽误救助时间，加速鲸豚死亡”。幸运的是，此次发现

“海棠”搁浅后，周边热心群众没有将它推向大海，而是给它做些遮
阳、保湿等工作。

“第一原则”事关救命。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这是在鲸豚救
助中必须恪守的“第一原则”。必须将搁浅的鲸豚尽快转运到“医
院”——具有丰富救助经验的水生动物救助站。在三亚、陵水、儋
州等地都有海洋生物救助站，按照就近原则，早一点将鲸豚送到这
里，就可以增加救治成功概率。“海棠”搁浅后，被及时转送到相距
最近的三亚海昌海洋生物保育中心进行救治，专业的兽医团队迅
疾介入接手。

为确保“海棠”放归成功，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科研人员发挥长期
研究鲸豚动物的丰富经验优势，研判短肢领航鲸的适宜放归地，选择
了距离三亚市70海里、水深500米的海域让搁浅的短肢领航鲸“海
棠”顺利回归大海。此次回访调查活动，通过海上的实地观测数据分
析，验证了放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寻找一份共识
持续守护“海棠”的家园

得知寻访“海棠”的消息后，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导演李
阳和同事张宇主动报名，专门提前从上海“打飞的”赶到海南，想要记
录这场“海棠”的寻鲸之旅。

从海口秀英港码头登上船，第一次在海南出海考察的李阳，很
快被“海上海南”的风景所震撼。不仅有迷人的碧海蓝天，短肢领
航鲸、弗氏海豚、喙鲸、糙齿海豚、红脚鲣鸟、鲯鳅……壮阔的美丽
海洋、丰富的海洋生物多样性，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
做好记录，他和同事每天天还没亮就投入拍摄，下午7点观测结束
后，他们还利用晚上的时间，拍摄海上夜景，记录下流星划过星空
的美好瞬间。

记录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在此次回访调查活动中，新华社、央
广网和海南省内主流媒体的媒体人，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
方式，多角度记录、全媒体传播难忘的“鲸喜”之旅，向海内外观众
开展海南海洋生态特色科普，立体呈现“海棠”畅游生活的海上家
园魅力。

“了解海洋是保护海洋的前提。”李松海表示，当前，随着人类活
动加剧，海洋环境需要加大保护力度，进一步唤醒全社会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意识，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久久为
功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此次寻访活动虽告一段落，但大家守护海洋生态的意识已被又
一次唤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将更加深入人心。“从我做
起，从现在做起，每个人都是海洋家园的守护者”，这是我们的生态共
识，也是我们的行动自觉。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海南日报全
媒体记者罗霞）省商务厅7月10日发布公
告称，新增我省绿色智能家电补贴标准档
次。7月11日起，消费者购买绿色智能家
电，最高可享4000元政府补贴。

为落实《海南省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
行动实施方案》，我省自5月20日起实施
绿色智能家电补贴政策。根据《2024年海
南省绿色智能家电补贴实施细则》，个人消
费者在参与补贴活动门店购买符合条件的

家电产品，可享受满2000元减200元、满
4000元减400元、满7000元减700元、满
10000元减1000元等4档满减优惠。此
次新增标准档次，是在现有的4档补贴标
准的基础上，增加3档补贴标准。

公告称，近期，活动参与商家及部分
消费者反馈，建议增加对高价值商品的支
持力度。为满足消费者购物需求，省商务
厅决定在原补贴标准档次的基础上，增加

“满 20000 元减 2000 元、满 30000 元减

3000元、满40000元减4000元”3档补贴
标准，活动资金总额不变，自7月11日起
实施。

据了解，我省绿色智能家电补贴政策
实施时间自今年5月20日至今年9月30
日。活动共安排补贴资金总额 3000万
元，按照先购买先享受补贴的原则进行。
如资金提前使用完毕，我省将发布公告终
止活动。目前海南绿色智能家电补贴政
策参与企业117家、门店129个。消费者

到这些门店购买符合条件的家电，可享受
补贴。

在补贴范围方面，我省将空调、电冰箱
（含冰柜）、洗衣机（含干衣机）、电视机、热
水器（含壁挂炉）、吸油烟机、燃气灶（含集
成灶）、洗碗机、空气净化器、吸尘器、微波
炉（含一体机）、电磁炉、电饭煲、电风扇（含
空调扇）和净水机等15类，与群众生活关
系较为密切、需求量大，并达到一级效能的
绿色智能商品纳入活动补贴范围。

■■■■■ ■■■■■ ■■■■■

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首次举办“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
扶持青年导演拍摄短片，将选出8个短片项目各提供12万元资金支持

我省新增绿色智能家电补贴标准档次

今起买绿色智能家电最高补贴4000元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海南日报全
媒体记者罗霞）7月10日，省商务厅确定
2024年海南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审核通
过个人消费者名单（第一批），首批361名
消费者将获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最高获
6000元。

根据《2024年海南省汽车置换更新补
贴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经申领人
申报，省商务厅初审、复核和公示等环节，
省商务厅确定了首批审核通过个人消费者

名单。这些消费者获得的补贴分3000元、
4000元、5000元、6000元四种。

购车者韩女士是首批361名消费者中
的一员。近期，韩女士卖掉了家里的燃油
汽车后，在海口买了一辆极氪品牌的新能
源汽车，价格为31万元。按照海南汽车置
换更新补贴政策，韩女士将获得6000元的
汽车置换更新补贴。

据了解，我省全面落实全国统一的汽车
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并根据《海南省推动消

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实施方案》，制定出台《细
则》，在全省同时实施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政
策。根据《细则》，自该细则印发之日（2024
年5月15日）至2024年9月30日，个人消费
者转让（不含变更登记和报废）2024年5月
15日前登记在本人名下的我省乘用车，并在
海南省注册登记的企业购买新能源乘用车
新车，按照“每转让一辆旧车并购买一辆新
车可享受一次补贴”原则，根据购买新车金
额（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含税价）给予个人

消费者相应的一次性购车补贴：对价格在10
万元（不含）以下的，补贴3000元；10万元
（含）至20万元（不含）的，补贴4000元；20
万元（含）至30万元（不含）的，补贴5000元；
30万元（含）以上的，补贴6000元。

我省此次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按照政策
实施期间“不限数量”“到期截止”原则执
行。在政策施行期限内，个人消费者转让
本人名下符合条件的旧车并购买符合条件
的新车，就能享受相应的补贴。

我省首批361名消费者将获汽车置换更新补贴
最高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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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这背后，是多项关键技术重点突破、多

阶段项目集成攻关的成果汇聚。“开拓二号”
长距离、高电压、大功率水下动力输送难题
的攻破，就是此次海试成功的关键之一。团
队成员、上海交通大学海南研究院工程师梁
琼文负责研制的深水高压输配电系统，创新
交直流独立输送控制技术，成功保障深海采

矿车水下4000米持续稳定运行，有效助力
“开拓二号”的海试成功。

“开拓二号”项目团队有关负责人透露，
“开拓二号”的研发，实现了国内同类研究的
6个“突破”。一是首次实现深海重载作业
采矿车布放作业水深突破4000米大关，达
到4102.8米，并获得了大量多金属结壳、多
金属结核等深海矿产样品；二是首创深海复

杂海底地形高机动行进技术，实现30度以
上陡峭海山、深海稀软沉积物等各种复杂海
底地形的安全、稳定行进；三是首创深海多
矿类复合钻采技术，实现对多金属结壳、多
金属结核等不同类型矿石高效开采与收集；
四是首创深水重载作业智能精细控制技术，
形成作业路径智能规划、跟踪与避障能力，
实现深水厘米级精准定位；五是首创非金属

缆深海重载布放回收技术，实现4100米水
深重载装备布放回收，安全工作负载等指标
位居国内前列；六是创新深海环境扰动监测
评估技术，采矿车同时搭载着环境监测系
统，对海底羽状流生成扩散、水下作业噪声
等环境影响情况进行了全面监测与评估，为
我国深海矿产资源勘探与绿色环保开采提
供了珍贵的一手材料和数据。

深海采矿车“开拓二号”海试水深首次突破4000米

◀上接A01版
开发出来的碳汇产品，可用于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组织和个人碳中和、会议和大型活动
碳中和、司法生态修复等场景。

此外，平安财险海南公司提供了碳汇指

数保险方案，保险保障范围涵盖林木损毁导
致碳汇值达不到约定目标值的损失。碳汇
指数保险是保险行业对传统产品和服务模
式的一次创新，有助于推动绿色金融的发
展，并且通过市场化手段促进生态保护。

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国际碳交
易方面，海南已启动红树林生态修复VCS
项目，在参与全国统一市场方面，目前正策
划实施全省首批CCER项目；在地方性碳
汇方面，海南在成功试点的基础上探索实施

林业碳票制度，制定林业碳汇管理办法，鼓
励碳排放企业、大型活动组织者、社会公众
等通过购买林业碳汇履行社会责任，同时搭
建了信息化平台，形成完整的地方性林业碳
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海南完成首例热带雨林碳汇交易

7月10日，在万宁市长丰镇石龟村，万宁石龟茶叶产销专业合作社的炒制工坊中，两名工人正在制作石龟茶。整个过程复原
曾经的“太阳河”牌传统茶叶工艺。2023年，该合作社生产的石龟红茶、绿茶均获得海南自由贸易港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茶
文化职业技能竞赛“斗茶项目银奖”。据悉，目前依托万宁水库旁的富硒土壤，石龟茶叶发展势头良好，石龟茶叶种植面积200多
亩，茶叶加工坊有十多家，全年生产茶叶约1.3万斤。 文/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豌 图/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琛

万宁：传承老牌茶叶工艺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