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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中学高中部项目一期封顶

建成后可容纳
约1800名学生

本报万城8月1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豌）7月31日，在万宁市大茂镇，随着最后一方
混凝土缓缓浇筑，万宁中学高中部（大茂中学改扩
建）项目一期全面封顶。作为一项旨在改善当地
教育资源的重要工程，项目完工后将为约1800名
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学习与生活环境。

据了解，万宁中学高中部（大茂中学改扩建）
项目是万宁市的重点教育工程项目，位于万宁市
大茂镇原初级中学内，总建筑面积2.5万余平方
米，建设单体包括两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及一栋
设备房。

目前，该项目教学楼及设备房已完成主体结
构施工，正在全面开展砌筑等粗装修作业；两栋宿
舍楼外立面施工已全部完成，内部正在进行地砖
铺设和栏杆安装等装修工作，这也是万宁首个使
用竖向构件的装配式公共建筑工程项目。

解决户外劳动者休息难等问题

昌江工会驿站数量
增至18家

本报石碌8月1日电（海南日报
全媒体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李星雨）昌
江黎族自治县积极推进工会驿站建设
工作，新建的7家工会驿站已全部完
工。截至目前，昌江工会驿站数量已
达到18家。这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8月1日从昌江总工会获悉的。

近日，在昌江新建的宝瑞职工书屋
工会驿站和中国电信营业部工会驿站，
记者看到两个站点的大厅内均布置了
沙发座椅，并配备矿泉水、雨伞、电冰
箱、微波炉、应急药箱等设施和物品，为
户外劳动者打造“渴了能喝水，热了能
乘凉，冷了能取暖”的温馨驿站。

“以前我们工作累了只能在路边
休息，现在有了驿站，我们能来驿站
歇一歇，感觉很温暖。”环卫工人钟海
先说。

昌江总工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工
会驿站的建立将切实解决广大户外劳
动者“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
难”等现实问题，不断增强户外劳动者
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近日，在海口市
西海岸某小区，工作
人员开展消杀“四害”
活动，保障小区居民
健康安全。

据介绍，夏日高
温多雨水，蚊蝇虫易
孳生。相关部门积极
深化爱国卫生运动，
全面开展灭蚊灭蝇灭
蟑螂行动和夏季灭鼠
工作，有效预防了各
类传染病的传播，为
市民群众打造健康绿
色的生活环境。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口：

消杀“四害”

我省举办青春健康教育
师资培训班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马珂）为进一
步推进青春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全省青
春健康教育工作水平，日前，省计生协联合省卫生
健康委、省教育厅分别在琼海和澄迈举办2024年
海南省《成长之道》和《沟通之道》青春健康教育师
资培训班，来自市县医疗机构、学校、社会团体的
140名学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结束后，14名
学员顺利通过师资认证，被聘为第二批海南省青
春健康教育培训师。

本次培训围绕青春健康工作理念及方法，采
取活动、游戏、讨论、试讲等方式，让参训学员不断
转换角色，全面了解青少年和青少年家长的心理
特点，准确把握教学方法和技巧。

培训结束后，参训学员纷纷表示要将所学到
的青春健康技能运用在工作实践中，帮助学生健
康发育。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024年7月31日12时—8月1日1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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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谢凯 苏庆明

“大哥哥大姐姐们又来了！”每年
暑假开始，五指山市畅好乡什冲村许
多儿童就在盼着来村里支教的大学生
们。不久前，他们再次如愿以偿。

这个名为“照亮希望1+1”的支
教团，来自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从
2016年开始，连续9年在暑期走进什
冲村，给大山的孩子们带来知识与假
期欢乐。

支教的一大重点，是帮助孩子们
解决学业实际问题，以更有效的方式
传授知识。

“老师，这道数学题我不会。”课堂

上，在畅好乡中心学校就读五年级的
朱乐芸高高举手。

面对孩子的提问，由于知识点刚
刚讲过，支教团成员詹帆没有直接解
答，而是让朱乐芸和组员们一起进行
小组讨论，自己动脑思考问题，再加上
老师指点，加深理解和记忆。“孩子们
很快就接受了这种教学方式，甚至还
学会帮助别人解决问题。”

7月中旬，10天支教时间，支教团
把课表安排得很满，从上午8点半至
下午5点，既有各类学科辅导，又有安
全教育和课后服务。

“以辅导暑假作业为主，课程设置
上增加音乐、绘画、手工、自然科普、体

育活动等内容。”支教团带队教师王越
飞介绍，每一天还会及时总结，修改教
学方案，为次日的支教做足准备。

大哥哥大姐姐们给孩子们带来
知识和欢声笑语，但自身要克服不少
困难。

不久前，这里的乡村教学点被
撤。“照亮希望1+1”支教团经过前期
走访和寻找，选择一处旧办公室开展
今年的支教活动。

“虽说这里没有单独的宿舍和厨
房，也没有风扇、空调，身上到处是蚊
虫叮咬的痕迹，但能够帮助到这里的
孩子，体现了我们的青春价值。”支教
团成员胡嘉慧说。

“这群大学生每年都来，我家孩子
已经连续两年参加辅导班了，他们能
帮我们看孩子，又能辅导作业，把孩子
交给他们放心！”学生黄安安的家长朱
海玲谈到支教团时说。

支教最后一天的下午，是一场家
长会，支教团成员用心地给每一个学
生颁发荣誉奖状。

每一个荣誉称号，都是他们结合
学生的性格特质、学习特点和兴趣特
长所定制的专属称号，例如，一年级
的朱天明荣获“小小潜能家”，五年级
的黄俊安荣获“提问小王子”。支教
大学生们努力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
点，给予他们自信的种子，鼓励他们

向阳生长。
“支教10天，每天总会下起滂沱

大雨，但孩子们都坚持来上课。”支教
团成员韩一航写下这样一句话。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与五指山渊源
深厚，校本部曾设在五指山，如今还设
有五指山校区。支教团认为，服务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义不容辞。

“孩子们的求知欲、家长们的期
待，是团队跑下这场支教‘马拉松’
的关键。”王越飞说，只要能够帮助
山里的孩子收获知识和快乐，“照亮
希望 1+1”支教团的坚持也就有了
意义。

（本报五指山8月1日电）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照亮希望1+1”支教团帮扶五指山市什冲村

9年接力支教 点亮山村希望

积极响应政策 助力传统渔业“往岸上走”

实施整村授信 助力冲浪产业“踏浪前行”

聚焦深海科技 助力打造海洋新质生产力

赋能绿色产业 助力海上风电“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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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市礼纪镇田新村，曾经是日月湾湾
区腹地一个不知名的小渔村。近年来，随着
冲浪运动在国内的兴起，来日月湾冲浪的游
客越来越多，带动了冲浪及其配套产业的发
展，也改变了田新村落后的面貌。

“村子过去的产业结构较为单一，村民
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捕鱼和农作物种植。
越来越多冲浪爱好者将这里视为冲浪胜
地，在农行的支持下，我们也抓住了发展的
机会。”田新村党支部书记陈真国说。如

今，田新村村民有的当起了冲浪教练，有的
经营冲浪俱乐部，有的开办起特色餐吧和
民宿。

为满足村民的创业资金需求，农行万宁
市支行与田新村开展“党建+信用村”合作，
积极开展下沉式服务，第一时间上门对接，
深入了解村民生产经营、金融需求及实际困
难等情况，并向村民宣传金融惠民政策，推
介信贷产品，让村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农
行提供的便捷金融服务，推动共联共建实现

合作共赢。
同时，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游玩体验，

田新村在“民宿+俱乐部”的基础上继续扩
大业务范围。农行万宁市支行紧盯村内经
营主体金融需求，积极帮助田新村打造便
捷、优质、高效的支付服务环境，为田新村及
其附近冲浪俱乐部、民宿、餐饮等近20家小
微企业提供包括对公账户开立、收单商户、
支付结算等在内的一揽子金融服务，为田新
村冲浪产业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持。

以金融动能激活
——农行海南分行助力海南擘画海洋经济新画卷

如今，海洋经济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
引擎”。发展海洋经济，海南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
势和政策优势。当前，海南正以向海图强、再造一个
“海上海南”为总体目标，推动海洋科技创新，构建现
代海洋产业体系，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着力打造
海洋新质生产力重要实践地。

作为金融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国家队、主力
军，农行海南分行以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
积极融入区域发展战略，以服务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为
切入点，加大对海洋领域的信贷资金投入和金融服务
力度，为海南建设海洋强省注入强劲金融动能。截至
目前，农行海南分行已服务涉海企业66家，涉海养殖
农户2278户，审批授信76亿元。

海上风电具有资源丰富、发电利用小时高、不占
用土地和适宜大规模开发的特点。

儋州洋浦作为海南省布局海上风电装备产业的
“一园两基地”之一，吸引越来越多的海上风电建设企
业入驻，在风力发电、清洁能源等领域发展驶入了快
车道。农行洋浦分行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政策，大力
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第一时间对接相关项目，有效满
足海上风电企业金融服务需求。

儋州一海上风电项目是“十四五”期间第一批通
过自然资源部审批、海南省第一批国家批复开工的海
上风电项目。该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为海南提供
清洁电能36.6亿千瓦时，节约标煤110万吨，可减少
排放二氧化碳287万吨、二氧化硫约2.3万吨、氮氧化

物约1.3万吨。
据悉，该项目自今年1月开始施工，由于项目

投入大、工期长，在建设初期亟须便捷、高效的金融
配套服务。

农行洋浦分行对此高度重视，多次派遣专业团
队到现场开展实地调研，在充分研究项目特点和客
户需求的基础上，通过与农总行、省分行三级联动，
开辟“绿色通道”，成功审批该海上风电项目贷款
44亿元，为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提供了坚实的资金
保障。

“随着第一罐混凝土成功浇筑，项目陆上工程已
正式拉开序幕，海上装机施工正在进行。”该项目负责
人向前来开展贷后回访的农行客户经理介绍。

向海图强靠什么？关键要靠科技创新，发展新兴
海洋产业，形成海洋新质生产力。新兴海洋产业是海
南“向海图强”的底气。

位于海南岛东南部的陵水黎族自治县，拥有
118.57公里长的海岸线，海域面积1900.88平方公
里，具有发展深海高新技术产业的优势，吸引了不少
深海高新技术企业入驻。

“我们基地将在国家海洋经济建设、海洋资源开
发等领域，推动海洋信息产业集群发展。”在海南清水
湾国际信息产业园内，一企业海洋信息产业基地的相
关负责人向农行陵水县支行客户经理介绍。

“农行的服务很到位，有了农行的信贷支持，我们
的融资成本进一步压降，有更多资金投入到科研和生
产当中。”该产业基地相关负责人介绍。据了解，农行
陵水县支行在走访企业的过程中，了解到该产业基地
因融资成本的原因，影响了部分科研项目的资金投
入。在了解到企业的实际困难后，农行陵水县支行第
一时间成立服务专班，积极对接企业融资需求，充分
利用农业银行给予科创企业的差异化金融服务政策
优势，执行优惠利率，开通绿色通道，成功为企业授信
并发放2.2亿元科创企业贷款，有效保障了该产业基
地科研项目的资金需求。

东星斑、南美对虾、东风螺在“楼里游”，
养殖用水集中供应、循环使用，养殖废水集
中处理……走进文昌市会文镇冯家湾现代
化渔业产业园，一幅渔业产业生态化、科技
化转型发展的图景呈现在眼前。

冯家湾具有良好的渔业产业发展基础，
但过去粗放式的水产养殖模式带来了一系列
环境问题。为助力冯家湾生态转型，农行文
昌市支行积极响应文昌市委、市政府号召，聚
焦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创新打造“党建+
信用园区”，以金融之力助推冯家湾渔业“往岸

上走”，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某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冯家湾现

代化渔业产业园的第一批入驻企业。该企
业生产的南美白对虾虾苗市场订单供不应
求，但资金缺口阻碍了企业生产规模进一步
扩大。在了解到企业的实际困难后，农行文
昌市支行主动上门与企业相关负责人对接，
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资金需求情况，为
其制定专属融资方案，在较短时间内成功发
放农行在海南县域范围内的首笔“科技易
贷”1000万元。“多亏了农行的贷款支持，解

了燃眉之急，我们的生产规模才能得以顺利
扩大。”该企业相关负责人说道。

此外，为帮助入园养殖户解决修建厂房
和购买虾苗、鱼苗资金不足的问题，农行文
昌市支行还积极协调文昌市农业农村局、海
南省农担公司，构建起多方参与、风险共担
的“政银担”金融服务模式，并组建金融服务
团队全面对接园区养殖户，紧盯资金经营需
求，帮助他们把心中“愿景”变成眼前“实
景”。截至目前，该行已通过“政银担”模式，
累计为入园农户发放贷款超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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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平岸阔催人进，风起扬帆正当时。下一步，依托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农行海南分行将
继续围绕“向海图强”战略目标，结合海洋经济发展特点，持续创新特色金融产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积极探索金融服务海洋产业现代化发展之路，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贡献更多的农行力量。

农
行
海
南
分
行
工
作
人
员
上
门
了
解
冯
家
湾
养

殖
企
业
经
营
情
况
。

受
访
者
供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