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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市场监管局与省检验检测研究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建质量基础设施
创新发展平台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高懿）近日，澄
迈县市场监管局与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战略合
作协议签约仪式圆满举行，澄迈县市场监管局成为
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首个地方战略合作伙伴。

据介绍，此次签约将助力澄迈打造满足海南
自贸港需求的质量基础设施体系和交流平台，不
仅可以将质量工作和县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
来，也能充分发挥省检测院基础科研、技术创新和
人才优势，助力提升澄迈县质量基础设施的创新
能力和服务水平，服务澄迈特色产业发展。

下一步，澄迈县市场监管局将以此为契机，精
心做好推动“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这篇大文章，以
服务澄迈县高质量经济发展为核心，以推动质量
基础设施运用为重点方向，为澄迈发展新质生产
力注入强有力的质量支撑作用。

本报讯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高懿 通讯员牛红红）“多亏了县里的
托养中心，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近
日，家住澄迈县金江镇的老王（化
名），把他儿子交到澄迈县残疾人托
养中心工作人员手中后，心中充满不
舍和感慨。

澄迈县残疾人托养中心是全省第
一家寄宿制残疾人托养机构。然而，
在一年多以前，该托养中心还是一个

“监控设备不能启动、消防设施不完
善、环境卫生脏乱差”的地方。

2022年 12月，澄迈县委第一巡
察组经过走访和谈话了解到，县残疾

人托养中心是中央、省、县三级专项资
金投资建设的重点民生项目，在2020
年底完成竣工验收，但是由于县残联
缺少专业托养人员，托养中心建成两
年未投入使用。

“托养中心‘建而不用’，无法最大
程度地惠及残疾人，造成国有资产浪
费。”澄迈县委第一巡察组负责人表
示，经过充分沟通后，在十四届县委第
三轮巡察情况反馈会上，巡察组将该
问题反馈到澄迈县残联，要求其着力
推动整改落实。

随后，澄迈县残联制定整改方案，
一方面解决托养中心“建而不管”的问

题，在2023年6月前完善水电管网、
消防等配套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着力
解决托养中心“建而不用”问题，在充
分学习借鉴外省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制定《澄迈县残疾人托养中心公建民
营项目运营方案》，并在2023年6月
经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

随后在三个月集中整改后，澄迈
县委巡察办组织“五方会商”审核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对澄迈县残联的整改
情况给予肯定，要求澄迈县残联以目
标为导向、以时间为坐标，倒排工期，
明确时间节点，招标和委托优秀的企
业运营县残疾人托养中心，回应民众

关心关切。
2023年9月，澄迈县残联成功招

标有资质的托管企业并顺利启动室
内装修工作。2024年1月，该中心正
式开始运营，目前已托养80多名残
疾人。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考虑残疾人
康复治疗需求，建立一家专科医院，探
索‘医托结合’新模式，全方位、可持续
地提升残疾人托养服务，积极回应群
众利益诉求，推动巡察整改落到实
处。”澄迈县残联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澄迈各巡察组紧盯群众的
急难愁盼问题，综合分析研判后推动

民生事项立行立改、边巡边改、巡后
整改，持续跟踪巡察整改进展情况，
推动解决医保缴纳、儿童康复、漫水
桥、断头路、不明灯等民生问题 78
项，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巡察整改是‘四个意识’的试金
石，巡察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最终在
于解决问题。”澄迈县委巡察办主要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还将继续针对巡察
反馈的事项，做到整改不落实的不放
过、成效不明显的不放过、群众不满意
的不放过，切实督促被巡察单位将巡
察整改落实到位。

澄迈以巡察方式解决残疾人托养中心“建而不管”问题
下一步将探索医托结合新模式

澄迈完成首笔安居房
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高懿）近日，澄
迈瑞程嘉园项目作为澄迈县2024年配售的安居
型商品房项目已陆续销售，并且完成首笔住房公
积金贷款的发放工作，从材料受理到贷款发放仅
用时1个工作日。

据介绍，此次贷款的成功发放，得益于澄迈住
房公积金管理局、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中国银
行澄迈支行和海南瑞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紧
密合作。四个单位通过优化贷款“不见面”审批流
程、加强信息共享、提升服务质量等措施，大大缩
短了贷款从申请、审批、抵押、放款等流程的办理
时限，确保了贷款审批的高效和顺畅。

澄迈举办“问礼东坡”
文明礼仪讲座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高懿）近日，澄
迈县举办“问礼东坡”文明礼仪讲座。

据悉，“礼韵澄迈·问礼东坡”文明礼仪系列讲
座是澄迈县推进“礼韵澄迈”精神文明品牌建设的
项目之一，旨在通过开展专题讲座，让广大干部群
众了解礼仪文化，提升文明礼仪素养，促进社会文
明和谐。

讲座上，高级企业培训师、中国形象设计协会
礼仪培训师、国际职业经理人协会注册培训师甘
赟围绕礼仪概述、教师礼仪，阐述了为何要学礼
仪、苏轼的家风与礼教传承，深入浅出地解析了东
坡礼仪文化内涵，涵盖仪容仪表、体态举止、礼貌、
礼节、教养、校风、情绪管理以及东坡精神对现代
人际交往的启发等方面，引领大家深入了解认识
和感知东坡礼仪文化内涵，提升自身文明礼仪素
养，进一步弘扬东坡文化，传承东坡礼仪。

澄迈县网上农家书屋
全新升级上线
海量优质书籍免费读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高懿）日前，海
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从澄迈县有关部门获悉，澄迈
县农家书屋携手国内数字阅读平台“元阅读”全新
升级后正式上线。

据了解，“澄迈县网上农家书屋”是依托元阅
读精品电子书数据库打造的集电子书阅读、听书、
互动于一体的一站式数字阅读服务平台，该平台
内容丰富，内容基于获奖作品、畅销榜单、豆瓣高
分、名家作品、知名版权方等不同维度遴选出10
万余册电子书和3万余集有声听书，并会定期组
织开展线上阅读活动。

记者发现，澄迈网上农家书屋的图书很丰富，
有文学小说、传记、哲学等十多个类目，每个类目下
都有海量的图书，这些图书不乏当下热门的书籍。

澄迈打造首家智能化工会驿站
全天候服务户外劳动者

智能驿站
点亮城市暖“新”灯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高懿）驿站虽
小，但功能俱全，共享雨伞和共享充电宝免费使
用，冰箱、饮水机一应俱全……8月7日，为更好地
满足户外劳动者需求，澄迈县首家24小时开放的
智能化工会驿站在老城镇龙吉社区揭牌成立，户
外劳动者完成身份登记后，刷脸即可进入，确保
24小时自助服务不间断。

“通过智能化管理以及自助式服务，能够更
加高效地为活跃在老城地区内的数百名快递小
哥、外卖小哥、货运司机等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提
供服务，只需通过刷脸，即可轻松进入驿站，享
受各项服务。”澄迈县总工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该驿站依托龙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以暖“新”、
关“新”、舒“新”、凝“新”、同“新”、强“新”的“六
新”服务宗旨为整体思路和工作目标，解决新业
态新就业群体日常奔波中遇到的喝水难、充电
难、纳凉难、歇脚难等实际问题，享受阅读、交
流、救助等多样化服务。

今年以来，澄迈县先后建成桥头桥沙站、老城
龙吉站、畅达站、欣通站和统一站等一批6个工会
驿站，全县驿站数量达到43个，已覆盖全县各镇。专业培训

新手认准发展赛道

“认准了咖啡这个行业，我就想长期干下
去。”这是澄迈古拙咖啡馆创始人张冬君在4年
创业路上的一句心里话，也伴随着她从咖啡“小
白”成长为首批海南罗布斯塔咖啡分级品鉴师。

“之前，我所认识的咖啡是装在精致咖啡杯
中的，也是握在行色匆匆上班族手中的‘续命利
器’。但来到澄迈后，我发现喝咖啡是一件‘又
土又潮’的事情。”8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见到
张冬君时，她正练习手冲咖啡。

今年36岁的张冬君和她的咖啡店，都是澄
迈咖啡产业中的“新苗”。

2010年，她随丈夫从湛江来到澄迈，在游玩
时发现本地不仅种植咖啡，还有独特的咖啡文
化，随处可见的咖啡馆和咖啡师培训班，让张冬
君心里升起一个想法：“要不开家咖啡店吧。”

说干就干，张冬君从零开始进行学习，多次在
海口接受专业培训，完成初步转变。而后，张冬君
于2019年10月创立古拙咖啡馆。

彼时，澄迈开始举办各类咖啡师技能培训
班，后续的咖啡产业链培训班也应运而生，通过
因地制宜地为本土咖啡人才制定孵化方案，加
大对本地咖啡师的培养力度，也为张冬君打开
一扇关于咖啡的新大门。

“从那时起，我逐步深入本地的咖啡文化
中，认识了很多咖农，和他们交流咖啡豆的制作
手法，了解口味的不同，还走进咖农家中参与咖
啡豆的制作，这一刻我才真正成为一名澄迈本
地的咖啡师。”张冬君告诉记者。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高懿

“我们制作出来的羊豆
咖啡，既有淡淡的麦香味，
还融入具有洋道本地气息
的瓜果味。”8月7日，在澄
迈县福山镇洋道村羊豆咖
啡店，创始人黄瑞飞正在忙
着制作咖啡。他告诉记者，
他正在积极“备战”将于8
月15日举行的海南福山咖
啡师冠军挑战赛，希望在
这次比赛中，让更多
人尝到本土不一
样的咖啡味道。

在如今的
澄迈，“转过街
角就是咖啡
店”成了一种
生活方式，近
90年历史的传
统咖啡种植已发
展成大产业，形成“从
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
条，不仅吸引慕名而来的游
客，也吸引越南中原传奇、
天图投资等众多国内外知
名企业与资本争相入局。

借此东风，澄迈立足本
地咖啡资源和政策优势，历
经多年，成功打造出咖啡特
色品牌活动，并引进和培育
出大批咖啡从业者、技能型
人才，在从“咖啡爱好者”成
为“咖啡专业人才”的路上，
闯出一片独属于自己的咖
啡世界。

赛事搭台
挑战与机遇并存

进入8月，光和影咖啡合作社的主理人马祖
梧特别忙：为慕名而来的顾客冲泡咖啡，监督陵
水新店装修进度，备战8月15日的海南福山咖
啡师冠军挑战赛……

“今天带来的咖啡豆是巴拿马瑰夏，经过传
统日晒后，使用平底滤杯进行冲泡，14克咖啡
粉，210毫升90度热水……”自8月1日起，每晚
8时整，马祖梧都会在自己的咖啡工作室内模拟
比赛现场，尽管只有10分钟的比赛时间，但马祖
梧常常会练习到深夜，根据录像回放，反复确认
拿分点，一点点地抠细节。

“此次参赛对我而言，是挑战也是机遇。挑
战不仅因为高手如云，这也是我与自己的比
赛。”马祖梧说，2017年起，他开始辗转国内多地
参赛，2019年获得中国咖啡冲煮大赛全国总冠
军，随即创立光和影咖啡合作社，直至2024年，
他才第一次回到家乡澄迈参赛。

作为土生土长的澄迈人，为回乡发展寻找
合适的契机，成为摆在马祖梧眼前的一道必答
题。

“对于比赛，我算是一个老选手，但如何更
好推广精品咖啡文化，我还在不断学习。”马祖
梧直言，此次比赛便是“机遇”，不仅让更多的技
能人才脱颖而出，同时让在外创业的澄迈咖啡
师看到咖啡产业的未来，实现人才与产业双向
奔赴。

品质优良
助力咖啡产业飘香

“再次回到澄迈打比赛，心态已然不同。”
8月8日，距离比赛还有6天，与其他参赛选手
紧张备赛不同的是，苏文伟的心态有了很大的
变化。

2017至2018年，苏文伟曾连续参加第六、
第七届福山杯国际咖啡师冠军邀请赛，并获得
不错的成绩。六年后，得知澄迈县将再次举办
福山咖啡师冠军挑战赛后，他毅然选择参赛，
回到这个让他曾经心生向往的赛场。

是什么吸引着他一次又一次来到澄迈？
“这就不得不说起，我和澄迈的初见。”苏

文伟回忆说，早在 2015 年的时候，他便有幸
来到福山杯国际赛的现场观赛。看着台上来
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们同台竞技，苏文伟
很羡慕，同时也很想成为他们的一员，并肩比
赛。

“毕竟能够有机会对接世界一流的咖啡师，
机会难得。”苏文伟回忆说，彼时虽已入行13年，
但一次次的参赛和观摩赛事，使得他对于咖啡
文化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

在苏文伟看来，咖啡师掌握和运用技能的
娴熟度会对咖啡品质产生影响，但咖啡豆本身
的品质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产自澄迈的本地豆便是如此。”苏文伟直
言，澄迈本地豆独特的风味，来源于优越的气候
条件，充足的日照和降雨提供理想的生长环境，
风化火山岩的红土壤为果树奠定扎实的营养基
础。

澄迈本地咖啡独特的品质和风味，成为他
再参赛的原因之一。

“只有在比赛中，和当地咖啡豆碰撞，才会
有不一样的收获。”苏文伟说，“相比于取得成
绩，这次更希望走进更多的乡村、庄园，和老
匠人切磋技艺，把澄迈的咖啡文化和知识传授
给更多人，让这座小城的咖啡飘香更多的地
方。”

苏文伟的心声也是本次赛事的宗旨。
“我们希望通过举办咖啡师技能竞赛，从中

培养和挖掘一批咖啡工匠人才，通过比赛，来激
发咖啡从业人员崇尚咖啡技能的热情，鼓励咖
啡从业人员大胆创新，提升海南咖啡从业人员
的咖啡技能水平。”澄迈县总工会有关负责人
说。

此外，澄迈将以本次赛事为契机，继续强化
福山咖啡品牌赋能，通过延伸咖啡＋旅游产业
链，带动咖啡种植、生产及销售，开发咖啡文创
产品，同时依托环岛旅游公路澄迈段资源，推出

“跟着福山咖啡去旅行”休闲路线，开展咖啡研
学体验活动，做好农文旅融合新文章。

（本报金江8月8日电）

澄迈深入挖掘咖啡优势资源 引育并重储备咖啡产业人才

多方合力 一杯咖啡

福山咖啡。（资料图）

澄迈福山咖啡馆种植的咖啡豆。
（资料图）

古拙咖啡馆创始人张冬君在练习手冲咖啡。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高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