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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马
珂）近日，我省印发《健康海南行动
——海南省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实
施方案（2024—2030年）》（以下简称
《方案》），提出到2030年，建立覆盖全
省的心脑血管疾病综合防控和早诊早
治体系，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及危险
因素水平上升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心
脑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到190.7/10
万以下。

《方案》提出全面推进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慢性病一体化门诊建设，加大
基层医疗机构血压、血糖、血脂“三高”
共管力度。到2030年，高血压、糖尿

病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均达到
77%，治疗率、控制率在2018年基础
上持续提高，35岁以上居民年度血脂
检测率达到35%。到2030年，乡镇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6类
以上中医非药物疗法的比例达到
100%，村卫生室提供4类以上中医非
药物疗法的比例达到80%。

加大心脑血管疾病早期筛查和早
诊早治力度。发挥全省医疗集团及医
联体作用，创新心脑血管疾病同防同治
路径。持续推进心脑血管疾病早期筛
查与综合干预工作，立足医疗机构慢性
病健康管理和诊疗服务，加强个体化心

脑血管疾病风险综合评估，拓展机会性
筛查。针对心脑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建
立基层医疗机构与二级以上医院的协
同早诊早治模式。推进出生缺陷综合
防治，加大先天性心脏病防控力度。将
孕产妇妊娠合并心脏病预防关口前移
至婚前、孕前阶段，在婚前医学检查、孕
前优生检查中增设心脏彩超检查。

推进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新模式。
依托我省“三医联动”平台，推动全省
二级以上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信息
互联互通技术实现，推广数字疗法等
预防与诊疗技术，提升基层医疗机构
服务能力和质量。

构建心脑血管疾病防治体系。省
级层面，心脑血管病项目办均设在省
疾控中心，省人民医院为省级脑血管
病防治技术牵头单位，海南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为省级心血管病防治技
术牵头单位，建立心脑血管疾病防治
省级层面的技术布局。

加强急救知识与技能普及。推动
应急救护培训进社区、进农村、进学
校、进企业、进机关、进家庭，普及全民
应急救护知识，使公众掌握必备的心
肺复苏、脑卒中识别等应急救护知识
与技能。加强重点行业、重点场所、重
点人群急救知识与技能培训，将急救

知识和基本急救技能培训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将心肺复苏初级急救措施（包
括电击除颤）纳入高中生或高校学生
教学内容并考核合格。普及公共场所
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等急救设施
设备配备，完善全省AED地图，探索

“AED+志愿者”呼叫信息平台建设，
提高急救设施应用信息化和便民程
度；对配备的急救设备加强巡检，确保
紧急时刻能取可用。

到2030年，所有二级以上医院卒
中中心均开展静脉溶栓技术。支持有
条件的市县依托医联体形式，逐步建
立胸痛和脑卒中“急救地图”。

《健康海南行动——海南省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4—2030年）》印发

心肺复苏初级急救措施将纳入高中或高校教学内容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海南日
报全媒体记者孙慧）海南日报全媒体
记者8月28日从省林业局获悉，《海
南省陆生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规
划（2024—2030年）》（以下简称《规
划》）已组织专家论证并修改完善，正
在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海南优越且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
孕育了丰富的生物资源，造就了众多特
有物种和珍稀物种，是中国乃至世界上

重要的物种基因库。据统计，海南省记
录分布有陆生脊椎野生动物698种，国
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163种。

《规划》将海南省陆生野生动物及
其栖息地划分为两个区域：中南部山
地丘陵区和沿海台地平原区。

中南部山地丘陵区以五指山为中
心，向吊罗山、尖峰岭、霸王岭和黎母
山辐射。主要任务为启动海南长臂猿
保护研究基地建设，实施海南长臂猿

保护工程。对中华穿山甲、圆鼻巨蜥
等开展监测调查。在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选择适宜区域，
开展坡鹿迁地保护和野化放归。建立
海南孔雀雉、海南山鹧鸪等雉科鸟类
种群长期监测网络。

沿海台地平原区呈环形围绕中南
部五指山地区，包括海口市、文昌市、临
高县全部区域以及儋州市、琼海市、乐
东黎族自治县、澄迈县、定安县、陵水黎

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等部分区
域。主要任务是提升坡鹿保护区生态
承载力，促进其种群增长，开展海南兔、
红原鸡等物种调查，加强猕猴等重点物
种保护与救护，保护和修复湿地生态系
统及其野生动物栖息地，强化候鸟迁飞
通道巡护与环志站建设，监测黑脸琵鹭
等重点鸟类种群及疫病情况，完善疫源
疫病监测和收容救护体系。

《规划》提出，到2030年，海南基

本建成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核心，
各类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及野生动
物原生境保护点为补充、各类生态廊
道为链接的野生动物保护网络体系，
全省陆生野生动物及其重要栖息地得
到有效保护。

即日起至9月2日，社会各界人
士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信函或直
接到访等方式，就《规划》的相关内容，
向省林业局提交意见和建议。

我省公开征求意见

将陆生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划分为两个区域加强保护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梦楠）近日，在三亚市吉阳区学院
路，一幅幅精致的绘画与墙体巧妙融
合，单调的墙面仿佛“活”了起来，吸
引不少过路者拍照留念。

墙面上，既有海浪、椰树、热带
花卉等元素，彰显着三亚热带滨海
城市的风情；也有“崖州古城”“鹿回
头”等特色地标图案，反映三亚历史
传说和民俗文化。在提升城市“颜
值”的同时，也为城市文明增添了鲜
明的“底色”。

近年来，三亚围绕文明交通、
讲文明树新风、文明健康、绿色环
保等方面内容，打造多处文明主题
墙绘，多元素、多角度、多色彩向市
民游客展示城市的文化氛围，倡导
文明新风。

“彩绘的色彩鲜艳，内容也很丰
富，特别新颖。”三亚市民柳欣说，墙
体绘画通俗易懂、内容简明，让她眼
前一亮，感受到三亚的魅力。

“百善孝为先”“诚信为本”“垃圾
分类，从我做起”……记者走访发现，
在三亚群众街社区、儋州村社区、梅
联社区等社区的墙面上，关于“邻里
守望”“家庭和睦”“尊老爱幼”的生动
绘画醒目可见。

这些易看、易懂的文化墙图文并
茂，融入文明和谐、健康向上新风尚
等内容，营造出温暖和谐的文化氛
围，成为传播文明的窗口。

“以前大多挂着传统的标语横
幅，现在我们把一些文明内容绘制在

墙面上，融入百姓生活中，大家更容
易接受。”群众街社区党总支书记方
晓龙表示，墙绘让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的同时，也成为居民的“学习墙”，在
潜移默化中提升居民的道德素养，营

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色彩鲜明、图案各异的墙面不仅

美化了城市的容貌，也成了吸引游客
拍照留念的“网红点”。在三亚湾沿
线，昔日单调的配电箱、井盖、墙壁等

画上了五彩缤纷的文明图画，让不少
市民游客为之驻足观赏。

“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创新，用
群众喜闻乐见、生动有趣的宣传方
式，传递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全面

提升城市形象。”三亚市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通过一系列举措让城市
的文明底色越来越足，持续营造

“抬眼可见、驻足可视、步步文明”
的浓厚氛围。

围绕文明交通、绿色环保等内容打造多处墙绘

三亚：多彩墙绘画出文明新风

·红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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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保城8月28日电（海南日
报全媒体记者王迎春）8月28日清
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凤凰
路南端的合口桥“口袋公园”热闹起
来。有人在亭廊下歌唱，有人在石凳
上闲谈，有人在健身器材区“操练”了
起来……

“每天在家门口的‘口袋公园’晨
练，是件幸福的事。”今年67岁的保亭
南美假日小区居民李美吉是浙江人，
退休后常年住在保亭，她告诉海南日
报全媒体记者，从家里步行不到10分
钟，就能来到公园。伴着清新的空气，
她在凉亭内锻炼身体，孙女则在旁边
的户外儿童区玩滑梯和跷跷板。

“小、精、美”，是“口袋公园”的空
间特点。“原先这边就只是园林绿地，
现在不仅有慢行步道、休憩座椅、娱乐

健身设施等，还增添了新的植物。”李
美吉尤其喜欢公园内的三角梅盆栽。

到了9时许，公园榕树下的石桌上
就摆上了象棋棋盘，家住聚仙阁小区的
吴天腾喜欢和好友相约在这里下棋。

近年来，保亭始终践行“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
不断完善城区绿地系统建设，精心打
造了一批“口袋公园”，扮靓城市“方
寸之美”，从细微之处增添群众获得
感和幸福感。目前，当地共有4个

“口袋公园”，在提供绿色景观、休闲
空间的同时，赋予公园邻里社交、城
市客厅、公共服务驿站等多种功能。

走进七仙大道“口袋公园”，这里
是周边居民的露天天然“氧吧”。不
少市民在林中步行、做操，在亭内打
太极拳，感受“森林浴”。

“我们会根据绿地的位置、面积、
周边环境、人口密度等要素因势打造

‘口袋公园’，塑造可观、可停、可游的
人文公共交流区域。”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园林环卫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何幼林介绍，“口袋公园”集社交、游
乐、健身等功能于一体。

据悉，该县还计划在七仙文化广
场旁的“口袋公园”新增夜景亮化项
目，结合周边打造光影特色创意景点，
成为连接七仙文化广场的一条景观走
廊，为保城河环境增添新的亮点。

集社交、游乐、健身等功能于一体

保亭：“口袋公园”装起百姓“微幸福”

最快只需1分钟

万宁实现线上
快速办理教育入学申请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林博新 通讯
员周玉倩）“孩子上学以前需要到报名现场排队交
材料、等待学校审核，费时又费力。现在线上就能
办理，还能查审核进度，很方便。”近日，万宁市市
民赵女士通过“海易办”平台为即将上小学的孩子
完成了学位申请，整个过程轻松便捷、公开透明。

办理教育入学申请需要多久？在万宁，答案
是“最快只需1分钟”。

为进一步减轻家长办事负担，提高入学申请
效率，今年6月以来，万宁强化跨部门数据共享，
重构业务办理流程，推动高效办成教育入学“一件
事”改革工作，通过多种信息自动校验、关联对比，
入学信息实现了无感采集、自动预填，家长填报单
大幅缩减，直升入学及符合优待条件的适龄儿童
直接“零材料”办理。

2024年年初，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
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
指导意见》，其中，“教育入学”是今年重点推动的
13个“一件事”之一。不用打印材料，在网上填个
表，入学申请就完成办理了，由“线下办、多窗口、
多次跑”变为“线上办、一窗口、零次跑”，这是万宁
市政务服务集成改革，推动高效办成教育入学“一
件事”的缩影。截至目前，万宁市教育入学“一件
事”已累计办理4429件。

屯昌举办“绿色足迹 科技赋能”
沙龙对话活动

本报屯城8月28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曾毓慧 通讯员蒙秀童）8月 28日，由屯昌县
委、县政府指导的“绿色足迹 科技赋能——自贸
港发展与企业价值提升”沙龙对话活动在该县红
旗党群服务中心举办，邀请国内外科研机构学
者、海南企业家以及全县各部门各战线的优秀青
年代表到场共同探讨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走出一条具有屯昌特色的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之路。

活动现场，专家学者与企业家围绕招商引资、
服务企业、产业布局、行业趋势、政策扶持等领域
展开热烈讨论，并建议屯昌要找准产业和政策的
契合点，深化多方合作，助力绿色低碳产业发展。

近年来，屯昌县重视新型工业和清洁能源产
业发展，县域产业空间规划也更加突出智能制造
与绿色低碳的产业发展特色。

选育医护人才、做好黎苗医药传承等

琼中多举措培育
卫生健康“急需紧缺”人才

本报营根8月28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刘宁玥）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8月27日从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有关部门获悉，该县以打造

“三江名医”人才品牌为抓手，制定医疗卫生人
才培养实施方案，多举措培育医疗卫生事业“急
需紧缺”人才。

根据琼中近日印发的《“三江名医”培养
（2024—2028年）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该县将每年遴选3—5名医学重点学科和医院管
理年轻优秀后备人才，推荐参加各类卫生健康人
才培养项目；重点选拔5—20名儿科、精神科、感
染科、康复科等急需紧缺专业的医药护技专业中
青年骨干人才，推荐到省级三级医院以及琼中合
作办医的郑州大学附属医院等开展进修学习。

《方案》还提出，要开展名老中医药专家下基
层师承项目培养基层中医药临床人才、“黎苗医药
薪火传承人才培养”工作，鼓励县域医疗机构的中
医临床医生和民间黎苗医药人才建立师徒关系，
优化黎苗医药人才成长途径，每年培养掌握应用
黎苗医药技术方法的传承人3—5人。

该县明确实施基层卫生健康人才振兴行动，
通过“县级财政出资、订单培养”模式，优化基层卫
生健康人才队伍结构，计划每年培养20名左右的

“订单定向”医学生。加强全县100名计生员实用
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推广面向基层的适宜妇幼保
健技术。

定安龙门镇开展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本报定城8月28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李豌 通讯员程守满）8月28日，在定安县龙门
镇里沙塘村土地整治项目二期现场，海南日报全
媒体记者看到，185亩的稻田已经进入成熟期，将
于近日收割。而这里，此前是一片灌木杂草丛生、
火山岩滚石满地的残次林荒坡。

类似里沙塘村，如今在定安县龙门镇，上千亩
质量较差的残次林荒坡，均已陆续“变身”良田，种
上了水稻。“2023年12底开工以来，我们在龙门
镇整治土地1040亩，除道路等用地外，整治出良
田981亩，今年6月底陆续开始种上水稻。”施工
方项目经理徐家利介绍。

定安县龙门镇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项目总
投资3716.87万元，主要集中在里沙塘村、先锋
村。目前，该项目已有500亩通过验收，其余已通
过市级验收，待省级部门复核。全部验收完毕后，
土地即达到入库备案条件。

此外，项目推进期间，充分发挥省属乡村振兴
投资平台“联农带农”作用，累计雇佣农户1350人
次，长期稳定雇佣农户5人。目前，相关田地已实
现收割83亩水稻，平均亩产830斤，近期还将陆
续完成收割。

合口桥“口袋公园”是周边市民
游客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迎春
通讯员 何幼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