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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8月6日电（海南日报
全媒体记者黄媛艳）“深海装备产业
园二期项目近期投用，目前已吸引狮
子鱼、佛山照明、深之蓝等知名企业
入驻，多所科研院校也纷纷进驻。”8
月6日，项目建设方、招商三亚深海
科技城开发有限公司产业招商经理
张乃君向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介绍。

深海装备产业园二期项目占地
面积约96亩，总投资4.2亿元，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7.4万平方米，配备联

排多拼厂房、单层厂房、独栋厂房及
配套宿舍等多元业态载体。目前，该
产业园已引进武汉理工大学海洋光
纤传感与能源技术研究平台、华东师
范大学海洋塑料循环研究中心和海
洋精密光学仪器研发中心、湖南科技
大学三亚研究院等重点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以海洋装备为
主，且更加关注海洋装备的生产和组
装需求，为海洋装备产品的“靠前研
发测试、靠前生产组装、靠前维护保

障”提供载体和服务。
记者在深海装备产业园二期看

到，与传统产业园相比，园区内的单
层厂房配备50吨的行吊等设备，有
效满足水下大型设备在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的研发、制造等。多层厂房的
层高首层可达8.1米，更高的层高有
利于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进驻更多
的大型设备、仪器；500 平方米至
12000平方米不等的厂房面积，更加
灵活地满足不同适配需求，确保空间

的集约高效利用。值得一提的是，除
了传统的集中式厂房设计，深海装备
产业园二期的独栋厂房，旨在确保科
研机构和深海企业保密研发设计、制
造的生产需求，进一步促进产业集聚
和生态系统建设。

“深海装备产业园二期围绕深海
科技产业形成‘深海技术创新中心产
业基地、科研成果转化示范区、军民
融合示范区’的‘两区一基地’进行布
局，将有力助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打

造大型生产组装载体需求的产业化
基地。”招商三亚深海科技城开发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该项目距离
南山港仅2公里，目前已与南山港建
立深度合作与协同，采用“前港后园”
的发展模式，同步为南山港的科考海
试单位提供办公、住宿等配套，此举
旨在整合上下游资源，完善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海洋科考服务保障体系，港
产城联动将有力助力海南深海产业
高质量发展。

采用“前港后园”发展模式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深海装备产业园二期投用

海口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王赫）近日，海

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联
合海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美兰大队开展打击
电鱼、毒鱼等联合执法专项行动，重点打击南渡江
琼州大桥至海瑞桥江河段以及出海口近岸海域电
鱼、毒鱼等非法捕捞行为。

据介绍，此次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分为水上组
和岸上组。水上组乘坐执法艇重点对琼州大桥、
海瑞桥以及出海口近岸等水域仔细搜索巡查，经
巡查，该江段暂未发现电鱼行为，却发现3艘涉渔
船舶使用地笼网捕鱼违法行为。岸上组乘坐执法
车沿岸检查是否有涉嫌电鱼渔船停泊停靠和电鱼
工具。

“用电、炸、毒鱼等方法进行捕捞，对水中的其
他生物，如小鱼小虾、贝壳螺蛳、微生物等造成毁灭
性破坏，严重影响渔业生态的平衡。”海口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负责人表示，南
渡江水域渔业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
在南渡江水域采用电鱼、毒鱼和炸鱼等方法进行捕
捞，都属于违法行为，执法部门将予以严厉打击。

禁渔期以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
渔业行政执法支队持续开展打击非法捕捞常态化
巡查，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截至
目前，对南渡江开展执法巡查31次，出动执法车
31辆/次、执法艇13艘/次，派出执法工作人员
11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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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超常规举措拼经济促发展

万宁山根镇推行
乡村治理“红黑榜”

本报万城8月6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林博新 通讯员吴小静）“去年我们家被评为村里
的‘最美庭院户’，我还因为房前屋后收拾得干净
上过村里红榜。”近日，在万宁市山根镇排溪村，年
近80岁的符墩美阿婆对着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满脸笑意说起了最近推行的“红黑榜”。

走在村内，微风拂面，绿意盎然。沿着道路走
进村民符墩美家，庭院宽敞洁净，屋内物品归置齐
整，在电视柜最显眼的地方，一块印着“最美庭院”
的牌子被擦得锃亮。

符墩美说的红榜，指的是山根镇在各村推行的
“红黑榜”，“红黑榜”由村民选出“红九条”“黑九条”，
据此每月开展一次评选，并将其结果张贴公示。

近年来，山根镇探索乡村治理新方式，倡导性
和约束性措施并举，通过“红黑榜”、文明家庭评选、
积分制、每月卫生评比等管理机制，激发群众参与
治理内生动力，积极培育遵纪守法、讲信修睦、守望
相助的文明乡风淳朴民风，引领群众向上向善。

此外，山根镇还整合农家书屋、红色文化等资
源，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开展普法讲堂，开
展斑斓的暑期、全民读书等活动。

白沙2000余亩农田试点
晚稻种植“全托管”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刘宁玥 通讯员
李亚萍）8月5日，白沙黎族自治县启动农业生产
社会化服务项目。该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称，2024年项目将以牙叉镇、元门乡的2065.1
亩农田为试点，实施水稻晚造“全托管”服务。

据介绍，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指的是各类市
场化服务主体围绕农业生产全链条，根据产前、产
中、产后需要提供的各类经营性服务。白沙地处山
区，农田多散落在丘陵、坡地之间，农户自主种植效
率低、成本高。该县将土地资源整合打包，谋划开
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有利于将先进的种植
资源、农机设备、组织形式引入生产，帮助小农户解
决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不划算的事。

2024年是白沙启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
目的第一年。该县农业农村局联合白沙县乡村振
兴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牙叉镇、元门乡选取
2065.1亩农田，投入资金408.9万元，建立水稻晚
造首个托管示范点。“我们选择了‘全托管’模式，
将耕种、管护、采收等工作全部交给企业负责。”该
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解释称，项目签署了保
底协议，晚稻收割后，农户可选择拿一定量的稻
谷，或折算成现金，还可以要求企业在第二茬种植
期结束后免费深耕整地，保障群众的收益，加强农
户参与晚稻种植的意愿。

海南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原主任
林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本报海口8月6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宇）8月6日，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从省纪委监
委获悉，经海南省委批准，海南省纪委监委对海南
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原主任林安严重违纪违
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林安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
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
务的宴请；违规干预和插手工程项目；权力观扭
曲，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
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林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廉洁纪律、工作
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
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
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
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海南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报海南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林安开除党籍处分；按
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
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子仪 通讯员陈卓）近日，在海南
G9812 高速公路延长线工程项目
现场，工人们正在抓紧时间进行路
面的沥青摊铺作业，施工现场呈现
出一派热火朝天、如火如荼的建设
场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了解
到，目前该项目的驻地建设、场站

建设、桥梁工程和涵洞工程已经基
本完成，剩余的服务设施工程、路
面工程和交安工程等建设内容也
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目前项目
总体建设进展至 87%，预计 2025
年春节前实现项目竣工。

海南 G9812 高速公路延长线
工程是我省“十四五”规划重点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是我省唯一打
造交通运输部“平安百年品质工
程”创建示范项目。G9812高速公
路延长线工程项目主线起点位于
博鳌机场西侧，与G9812文昌至琼
海高速公路万泉互通相接，终点位
于会山镇北侧，连接G9813万宁至
洋浦高速公路。项目主线路线等

级为高速公路，全长 24.624 公里，
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和双向四车
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据悉，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
打通海南东部和西部的连接通
道，届时琼海市将成为海南省首
个“镇镇通高速”的市县，在改善
市民交通出行环境的同时，也为

海南高质量建设自贸港进一步夯
实保障基础。

海南 G9812 高速公路延长线
工程路面标项目总工赵竟成告诉
记者，下一步，他们将按照项目路
面主体工程为轴线，保质保量地完
成施工任务，确保年前完成建设通
车任务。

海南G9812高速公路延长线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建成后——

琼海将成为我省首个“镇镇通高速”市县

本报八所8月6日电（海南日报全
媒体记者陈彬）8月5日至6日，2024
年全省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现场推进
会在东方市召开，海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从会上获悉，上半年全省共完成水
稻机械化种植面积60.3万亩，占年度

任务的65.1%；建设水稻机械化种植
基地86个，占年度任务的81%。

水稻是我省的主要粮食作物，积
极发展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提高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对保障粮食安全
意义重大。近年来，全省农业农村部

门在推广应用先进适用农机装备、发
展农机社会化服务等方面采取有效措
施，通过实施农机化促进工程，支持各
地培育发展一批装备优良、服务优质
的农机服务组织。截至7月底，全省共
有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85个，基本实

现各市县全覆盖，拥有农机装备1000
多台套，年服务面积300多万亩次，发
展态势良好；共有育秧中心41个，首次
实现18个市县育秧中心全覆盖。

下一步，我省将以推进水稻机插
秧为重点，积极发展水稻机械种植社

会化服务，探索以农机券的方式开展
水稻机插秧补贴试点，推广应用先进
适用的水稻种植机械，加强农机作业
基础条件建设，强化水稻生产全程机
械化政策支持，早日实现水稻生产全
程机械化市县全覆盖。

海南上半年完成水稻机械化种植60.3万亩
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贾磊

“孩子们，你插过秧吗？你收过稻
吗？”近日，一场即将开营的耕读夏令
营活动在临高县东英镇黎安村的耕读
山房会客厅进行研学宣讲。面对老师
的提问，在座的孩子们大多摇头，眼神
里充满好奇。

作为以农耕为主题的劳动教育实
践基地，这里接待了上千场研学活动，
年客流量已达20万人次。在黎安村，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下地劳作，体验耕
读，“触摸”乡愁。

走出会客厅，门外左手边原本是
废弃的宅基地，如今改建成了临高第

一家金级民宿。不远处，绿色的稻田
映入眼帘。

“走在一片绿油油的稻田中，看云
卷云舒，听风观雨，很治愈。仿佛回到
了小时候，与小伙伴无忧无虑地奔跑在
田间。”来自海口的游客郭明晶是这里
的常客，对于耕读山房印象深刻。

不止于耕读。基地占地面积157
亩，以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为
主体，涵盖了研学实践、亲子活动、蔬
菜采摘、手工陶艺、美食餐饮、风情民
宿等多个模块。根据实际情况精心设
计，这里变成了放松之地。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弃的香
茅草炼油厂。”基地负责人、村民陈江

豪还清晰记得那时的场景。从一片废
弃的厂房、从一个杂草堆里，如何长出
一个以“耕读文化”为核心的研学旅游
基地？

陈江豪介绍，2020年回乡时发现
村里的老龄化、空心化问题比较严重，
大片的土地因无人耕种而撂荒，考虑再
三后决定返乡创业。经过多方考察，他
决定利用村子的原生态风貌和农耕特
点，打造一个农旅融合的文创基地。

“村民当时很不理解，村里什么都
没有，如何发展耕读产业？”陈江豪说，
他挨家挨户和村民做工作，慢慢地获
得了村民的支持。“荒地与其杂草丛
生，还不如给阿豪做开发，让村里变更

美，吸引游客来了，我们村民也能沾光
挣点钱。”黎安村村民陈学伟说。

该项目也获得了当地政府的大力
支持。在临高县委、县政府推进下，该
项目涉及的资产产权清晰。而这在很
大程度上避免了以往项目重投资、轻
运营的问题。

“以‘耕读’特色民宿为例，目前民
宿所使用的土地、原生态房屋等资产
的所有权、承包权均归黎安村集体所
有，村跑文化公司享有经营权，主要负
责民宿的日常管理与运营。”临高县东
英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耕读山房项目，实现了“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民”。

在“耕读”特色民宿项目中，黎安
村村民将土地、房屋、资金等资源汇聚
到村集体后，以村集体名义参股，共同
参与民宿的建设与运营，从中获取项
目分红。在这一过程中，黎安村的土
地、房屋实现了从资源到固定资产的
转变，村集体投入项目的乡村振兴衔
接资金变成了股份，参与的村民也相
应地成为项目的股民。

参加耕读夏令营的人们走出会客
厅，徜徉在农耕研学基地里，随着稻浪
在微风中舞动。未来，临高县将以耕
读山房项目为蓝本，结合各地资源与
具体发展情况，培育农村经济新的增
长点。 （本报临城8月6日电）

在临高东英镇黎安村耕读：

看得见的稻田，摸得到的乡愁

在昌江沙渔塘，寻找向往的生活

上半年全省共完成水稻机械化种植面积

60.3万亩
占年度任务的65.1%

全省共有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85 个

基本实现各市县全覆盖

拥有农机装备1000 多台套

年服务面积300 多万亩次

共有育秧中心41 个
首次实现18 个市县育秧中心全覆盖

建设水稻机械化种植基地

86 个

占年度任务的81%

截
至
7
月
底

制图/张昕

近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沙渔塘社区，游客在海滩游玩“打卡”。暑假期间，作为《向往的生活》节目拍摄地，
昌江沙渔塘社区迎来众多省内外游客。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杨耀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