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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新海垦

海垦南繁与吉林农大将在
种业科技创新等领域加强合作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邓钰 通讯员
郑珑红）10月9日，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南繁）与吉林农业大学在三亚
市崖州区开展科研交流座谈，达成战略合作意向，
将在人才队伍建设、种业科技创新领域加强合作。

座谈会上，双方就科技人才培养、科研用地、
南繁CRO服务、种业产业合作等事项进行了深入
交流。海垦南繁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双方加强
沟通交流，继续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务实
合作，不断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实现校企互融
共通、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据悉，双方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围绕“种业
强垦、产研结合”，持续加强在种业科技创新、南繁
育制种、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合作，积极探索校企
共建南繁试验与示范基地新模式。

海垦集团部署
第四季度重点工作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邓钰）10月9
日，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垦集团）在海口举行党委会，部署第四季度重点
工作。

会议透露，海垦集团将以超常规手段、超常规
力度谋划推进产业投资、民生改善、历史遗留问题
化解、保供稳价等工作，冲刺第四季度，全力以赴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会议表示，海垦集团作为全省最大的国有农
业企业，有义务、有责任做好生态环保工作，切实担
负起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紧盯橡胶加工、矿区、建
筑、养殖等领域，加强规范化、规模化经营，以最严
的标准、最硬的举措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落实。

会议强调，要聚焦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对标
学习补短板、树标杆，不断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
平，紧盯重点企业、重点卡口、重要节点，持续加强
监督管理和安全隐患排查，进一步完善应急管理
体制机制建设，统筹做好应急物资采购、储备和管
理工作，并加强与省应急管理厅和属地应急管理
部门的对接，争取纳入省应急物资储备体系。要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时刻绷紧“安全弦”，
抓好安全生产、森林防火等工作。

海垦八一
“红焰”火龙果上市

本报那大10月11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邓钰 通讯员郑鹏）10月11日，儋州市雅星镇，
海南农垦八一总场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八一）长岭
火龙果基地，火龙果成熟上市。

据悉，该基地自2021年起种植“金都一号”红
心火龙果，该品种具有皮薄肉厚、口感清爽、甜度
高、耐储存等特点。该基地坚持科学种植、精细化
管理，推动果品质量双升，本次采摘火龙果预计达
3.8万斤，预估年产量可达30万斤以上，吸引诸多
客商前来接洽。

今年，海垦八一首次采用“红焰”品牌，对该基
地火龙果进行包装和打造，进一步提升果品附加
值，为“一场一品”产业发展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
和动力。下一步，海垦八一继续以农业品牌建设
为核心，不断提升火龙果的品质和产量，为消费者
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母山咖啡
淘宝（天猫）旗舰店上线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邓钰）近日，淘
宝平台“母山咖啡旗舰店”上线，海南农垦母山品
牌速溶咖啡粉、挂耳咖啡、咖啡豆等多款产品可在
其中“一网打尽”。

据悉，海南农垦母山咖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垦母山咖啡公司）对旗下产品进行整合，选择适
合电商客群的产品，并发力打造咖啡品类线上垂
直销售平台，集中展示、营销咖啡品牌和文化，在
提升产品议价能力的同时，旨在展示品牌集群，提
升产品附加值。

下一步，海垦母山咖啡公司将持续优化店铺宣
传、销售服务、品牌建设等，吸引更多的流量和顾客，
并通过与各大知名电商平台合作，积极宣传和销售
海垦的特色农产品，擦亮母山咖啡“金字招牌”。

海垦东路
加强荔枝冬管工作

本报文城10月11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邓钰 通讯员黄闻涛 吴川言）10月11日，文昌
市东路镇，海南农垦东路农场公司（以下简称海垦
东路）二十队标准化荔枝基地内，工人们在忙碌施
肥，抓紧荔枝冬季管理工作。

受到此前超强台风“摩羯”的影响，海垦东路
自营的7个荔枝种植基地的3.3万株荔枝均受到
不同程度的损伤。连日来，该公司抓紧开展冬管
工作，促进荔枝来年顺利开花结果。

此前，海垦东路已采取扶正、夯实、回土等方
式，对荔枝树进行分类救助，目前正为荔枝树增肥
促梢，并重点防治炭疽病、叶部病害以及尺蠖、卷
叶蛾等病虫害。

“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把荔枝树的新梢保住，同
时不能被虫啃食，不能得病，养好梢，保住明年的
产量。”海垦东路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被救起的
荔枝树已萌发新梢。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钰
通讯员 侯宇初 贺佩 郑珑红

南海之滨，艳阳高照，南繁育种季
不约而至。

10月11日，三亚市崖州区，国家
南繁生物育种专区，现代化的农机设
备在田间轰鸣作业，各片田地里呈现
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

耙地、耢地、平整、起垄……机械
运转、工人忙碌，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南繁）组织
人员在专区开展备耕作业。

“好土壤才能种出好收成，我们赶
在育种单位到来前，做好土壤培肥、地
力提升等备耕工作，不误农时，确保今
年南繁季育种工作顺利推进。”海垦南

繁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该企业持续
发挥种业CRO服务模式，为科研单位
提供翻地、插秧、打药、施肥、收获、农
工劳务等一体化育种管理服务。

随着作业推进，专区目前已基本
完成土地的翻耕、深施肥等工作，土壤
达到“平、墟、润、湿、温”播种条件，只
待时机合适，育种科研人员便可将育
种材料栽种其中。

提供一站式种业CRO服务，做科
研单位的田头管家。早在南繁季开始
前，海垦南繁便成立南繁服务部专班
小组，派出工作人员前往田间地头，通
过拉家常、听诉求的方式向职工群众
普及土地承包费涉税的有关知识，积
极推进土地流转承包费支付相关工
作，同时加强与大隆水库负责单位的

协调沟通，做好用水管理和园区管道
维修保养工作，最大限度调度配合，确
保南繁季各科研单位用水和生产工作
正常开展。

与此同时，机耕部全体人员也在
加班加点检修、调试、保养各类农机
具，与定点维修公司保持联系，并安排
专业人员及时提供维修服务。

在南繁高标准农田内，不仅有“旱
能灌、涝能排、田成形、路相通、渠相
连”的良好格局，还配备了完善的物联
网管理设备和数字农业监控系统，气
象、土壤、水质、虫情等各项农业数据
实时更新，极大提升了科研单位的田
间管理效率。

“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是宝贵
的农业科研平台，在加代繁育、鉴定

筛选、基因功能研究等方面发挥不可
替代的作用，公司致力于为南繁产业
发展储备高质量的土地资源。”海垦
南繁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三亚市农
业农村局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
专项排查整治工作部署，对2019年
以来全市范围内建设的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展开重点摸查。其中，海垦
南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二期）涉及
红岛、红卫、前进队三个片区。为了
保障南繁科研单位用地，公司积极落
实高标准农田整改工作，确保育种科
研更加高效。

截至10月7日，该企业已完成人
工打草作业约1万米，机械、人工清理
排水沟约2950米，清理泄洪河道约
400米；完成护坡、路基修补约700米

及6处电管站抽水管除锈防腐工作。
截至目前，已完成整改任务的85%。

抢抓好时节，育出新希望。国家
南繁育种基地，水田里铺满新绿，海垦
南繁的工人脚踩水靴穿梭其中，为新
种下的“留香优贡丝香”品种稻苗灌
水、施肥。今年，该品种在第六届“海
南好米”评选中夺得金奖。

海垦南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公
司将依托南繁育种资源禀赋，最大程
度发挥海南制度集成创新优势，转化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整合种业科技
创新资源，优化调配“育繁推服”全产
业链资源要素，为种业颠覆性新技术、
前沿技术的孵化、转化、产业应用提供
全方位、全链条的南繁服务保障。

（本报三亚10月11日电）

海垦企业积极备战南繁季

抢抓好时节 育出新希望

垦地共泡一壶茶

如何泡好这杯茶？抱团发展、
统一品牌逐渐成为我省茶界人士
的共识。

近年来，我省打出“海南雨林
大叶茶”区域公用品牌，统一品牌，
搞活区域，也成为从业者的共识。

多年来，在向外宣传推介、开
拓市场时，白沙各茶企特色鲜明，
但整体名号不响，靠“自卖自茶”难
以形成合力，市场竞争力、影响力
有限。因此，“攥指成拳”的呼声不
断，统一推广“海南雨林大叶茶”区
域公用品牌逐渐成为共识。

在白沙，拥有60多年传承历
史的海南农垦白沙茶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白沙茶业公
司）是当之无愧的老牌茶企，也在
不遗余力地推广着海南雨林大叶
茶。

“我们积极融入白沙茶产业发
展规划。”海垦白沙茶业公司相关
负责人透露，近年来，该公司积极
融入当地茶业协会，通过种植技术
共享、优质品种推广、优势品牌共
建等措施，壮大茶产业。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8月，海垦
白沙茶业公司通过积极参加白沙组
织的招商活动，成功对接尼日利亚
企业，争取到首个非洲出口订单。

当天，在白沙“金融+保险”双
轮驱动的产业规划下，海垦白沙茶
业公司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在展会上
签订保险助力海南茶叶产业振兴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达成共识，将结合海南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全产业链培育的
主要任务，统筹有序推进茶叶产业
振兴工作，发挥经济补偿和社会管
理职能，研发茶叶全生命周期保
险、全产业链保险、“保险+服务+
科技”等保险创新模式服务，以推
动茶叶产业防灾减损、风险减量及
数字化平台建设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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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赋能绽新芽

若以海南雨林大叶茶为题，写一篇
“命题作文”，能有多少写法？答案可能
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丰富。

在活动现场的展台中，海南农垦众
多茶产品，吸引了不少嘉宾的目光。

“乌龙茶属半发酵，香气醇厚、汤色
橙黄，富有层次感。我们首次尝试将乌
龙茶精制工艺用于海南雨林大叶茶的制
作中，让人们看到大叶茶的更多可能。”
海垦白沙茶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注重钻研市场，以文化创新产
品包装，以新工艺、新包装、新传承、新发
展在竞争中找出路，塑造海南雨林大叶
茶品牌。”李豫透露。

近年来，海垦热作聚焦海南雨林大
叶茶开发，着力提升加工技术和品质把
控，开发“观星辰”等多款高端茶产品，塑
造海南雨林大叶茶的市场新形象。

“海南各地的茶各有特色，但还需通
过不同形式的引导和宣传，茶产品太多，
游客反而不好选择。推广单一茶产品，
受众面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着重在
集合、融合和年轻化三个方面下功夫。”
海垦白沙茶业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

为吸引更多消费群体，海垦白沙茶业
公司颇费心思。在产品设计层面，以“白
沙”牌茶叶为例，该公司组织研发团队，根
据年轻群体的饮用习惯，设计茶萃冷泡
茶、椰香红茶、椰香绿茶等一系列新产品。

“新式茶饮是海南雨林大叶茶出圈
的一个新赛道。”海垦白沙茶业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如今不少茶企也走起“偶像
派”路线。该公司还和新茶饮零售企业
接洽，尝试与当下最为风靡的奶茶行业
相结合，将海南雨林大叶茶作为奶茶原
料，在扩大消费群体的同时，还能让更多
人了解和品味海南雨林大叶茶。

未来，政企研各方政策、资源、要素
等各方面的聚集，必将进一步把海南茶
产业的生态优势、品质优势转化为品牌
优势、市场竞争优势，泡好这杯“雨林大
叶茶”。 （本报牙叉10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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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汤清亮，入口顺
滑，醇厚之感萦绕……10
月11日，白沙黎族自治县
牙叉镇，与世界共品“海
南雨林大叶茶”2024首
届自贸港海南雨林大叶
茶全球品鉴招商启动仪
式上，海南雨林大叶茶受
到与会嘉宾的一致好评。

来自大会的反馈，让
海南雨林大叶茶从业者
充满信心。长在深山里
的海南雨林大叶茶，因其
稀缺的种质资源、独特的
滋味口感，被冠以海南
“茗星”称号。随着海南
雨林大叶茶的价值不断
被发现，人们对它有了新
的规划和期待。

近年来，海南农垦茶
企与属地政府垦地融合，
协同发力做好“三茶”统
筹文章，从参与海南雨林
大叶茶种质资源全省普
查、打造有机茶园、建立
古茶种质资源圃、开展大
叶茶生产与加工技术研
究、推进大叶茶出口等多
方面，泡好这杯海南“雨
林大叶茶”。 大叶茶香沁人心

10月 11日，位于白沙牙叉
镇的海南农垦白沙茶叶标准化种
植基地，漫山茶树如绿色地毯铺
陈山头，茶农在埋头采摘鲜叶。

综合全国各茶产区经验，茶
产业是一个多部门院所共同支持
服务发展的综合性产业，涉及生
产、科技、供销、市场监管、商务、
宣传、文旅等相关职能部门以及
协会、科研院所。

要做大茶产业，离不开政企
研多方合力。

为发挥品种优势，2022年开
始，我省组织相关政府部门、科研
院校和企业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
深入林区，联合启动海南雨林大
叶茶种质资源调查工作和茶树基
因组测序工作，力图通过科学手
段确定纯正海南雨林大叶茶树以
及优种选育和推进种质资源建
设，助力推进本土大叶种茶种植。

扎根海南茶产业，离不开海
南农垦茶人的身影。作为我省热
作龙头企业，海南农垦热作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热
作）积极参与和推进该项工作，并
与各大科研机构加强联动，为海
南大叶种古茶树种质资源保护和
优异资源发掘利用，以及市场化
产品研发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从种子到杯子，我们全产业
链推动海南雨林大叶茶的产业高
质量发展。”海垦热作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豫表示。

文案/策划 邓钰
拍摄 刘家宋

活动现场举办茶艺表演。

10月11日，2024首届自贸港海南雨林大叶茶全球品鉴招商活动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举行，图为与会嘉宾在现场品茶。

外籍嘉宾在现场交流。
本版图片均由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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