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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海南·四城同办”
2024年秋季校招活动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慧
通讯员 尹建军

三亚市崖州区城西村村民陈东明
最近想种槟榔，但他不确定自己家的
承包地是否属于南繁保护区的耕地，
他拿出手机登录“三亚耕智查系统”查
询确认。“哪块地属于基本农田，哪块
地在保护区范围内，手机一查就清清
楚楚，可以帮助我们规范种植行为，避
免经济利益损失。”

“三亚耕智查系统”是基于海南耕
地“电子身份证（二维码）”机制建立
的。我省以国家带位置下达的永久基
本农田和耕地保护为基础耕地地块编
码单元，对全省742万亩现状耕地（含
644万亩永久基本农田）进行统一编
码，生成61万余个耕地地块“电子身
份证”。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近年
来，海南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通过持续创新探索耕地“电子身
份证”、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集中
连片造大田等多项措施实现耕地占
补平衡，牢牢守住耕地“责任田”，夯

实粮食安全基石。

数字赋能织密耕地防护网

在手机上打开“田长管理”APP，
点击签到后确认开始巡视，骑着电动
车穿梭在田间小路上，时不时拿出手
机核对耕田区域，看看是否有啥变化
……9月28日，在海口市龙华区龙泉
镇椰子头村的田野里，田长制网格员
吴志开启了一周一次的耕地巡查。

在海南，每块耕地不仅有“电子身
份证”，还有三级田长和网格员负责耕
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保护工作。巡查
中，吴志如果发现耕地“非农化”“非粮
化”违法行为，可通过省田长制监测监
管信息系统上传违法行为照片和位置
等信息，信息核准后将转给执法人员
处理。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厅开发了“云+多终端”的耕
地保护管理系统，通过“国土调查云平
台”的耕地保护模块和“海南省田长制
监测监管信息系统”实现对全省耕地
全流程数字化的管理。

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天、
空、地、网”一体化的耕地保护监测体
系加大了我省存量违法占用耕地行为
的整治力度，提升耕地数量、质量、生
态“三位一体”保护质效。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打造
绿色屏障

近日，琼海市博鳌镇莫村村民莫
恒伦拿着“莫村粮行”存折，从村里的
供销社领取50斤大米。“我把自家闲
置的耕地交给合作社，由合作社来整
合零散耕地进行撂荒整治，现在我们
出去打工，不种田也能拿到粮食。”

农民进城打工，撂荒的耕地、农田
怎么办？我省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优化空间布局，将碎片化的耕地

“化零为整”，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拓宽
农民收入渠道。

定安县龙门镇里沙塘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邓大平介绍，该村属于
火山岩地貌，人多地少，通过全域土地
整治，整合了1000多亩的土地，扩大
了种植规模，也增加了村民收入。

定安县龙门镇党委书记苏汝成介
绍，2022年定安县引进海南省乡村振
兴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投资主
体，在里沙塘村、先锋村等12个行政
村共106个自然村开展试点建设，一
方面对零碎的农用地进行整理，将建
设用地进行腾退，另一方面进行生态
修复和基础设施投资，乡村面貌大为
改观。村民不仅能获得地租收益，还
能增加劳务收入。

落实“占补平衡”保障
重大项目建设

耕地要管好，也要“补”好。近年
来，我省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持续
开展集中连片造大田，解决重点项目
用地与耕地资源之间的矛盾。

海口资规局调耕科科长吴国相
介绍，去年以来，海口通过系列耕地
保护重点工作，补充入库耕地指标
1.6万亩，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基础
上，确保重大项目建设需求，进一步
提升了海口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要素保障能力。

“儋洋经济圈建设以来，儋州市很
多重点项目加快建设，耕地指标需求
旺盛。我们一方面通过调剂耕地指
标，确保重大项目建设，一方面大力进
行耕地垦造，增加耕地占补指标。”儋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耕地保护科科
长羊韬源说。

在儋州市雅星镇丰猛新村，贾思
勰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在建设中。该
产业园项目运营企业海南诚瑞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万彪介绍，产
业园总规模1335亩，预计旱地改造
水田规模365亩，新增耕地面积970
亩，将带动周边约680人从事农业产
业化种植。

“去年以来，海南共推动市县陆续
实施的补充耕地项目280个，涉及补
充耕地指标4万余亩、水田规模8万
余亩。其中已备案入库项目144个，
新增耕地数量 1.72 万亩，水田规模
3.45万亩。”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全省补
充耕地指标储备库结余指标可保障我
省近2年占补需求。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

我省多措并举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要求，加强耕地保护——

守住耕地“责任田”夯实粮食安全基石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宁玥
苏庆明 通讯员 王伯钧

“以前大多种虎奶菇，如今新添了
虎乳灵芝，土地的生‘金’能力噌噌上
涨。”10月13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
青松乡青松村，一垄垄埋着菌包的土
堆隆起，该村驻村第一书记田泽武从
土里挖出一个“胖乎乎”的虎乳灵芝察
看长势，向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分享
菌菇产业的喜人进展。

近年来，青松乡将发展林下经济
作为强村富民的重要抓手，依托生态
资源和气候条件优势，采取“政府+企
业+村集体”运营模式，在益条、打松、

拥处、青松、牙扩 5 个行政村打造
7700亩种植基地，推广“胶+菇”和

“胶+菇+益智”的复合生态种养模式，
并带动100多户农户自发种植菌菇。
其中，虎奶菇种植面积大，而虎乳灵芝
的发展势头很足。

“两者都是颇有开发前景的真
菌。虎奶菇切片烘干后可煲汤，十分
鲜美；虎乳灵芝药用价值高，在市场上
供不应求。”与青松乡合作发展该产业
的白沙立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各村前期主要以村集
体流转承包土地的形式，推广种植菌
包单价低、种植技术简单的虎奶菇；随
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青松乡一些有

经验、有实力的农户开始种植高成本、
高收益的虎乳灵芝，各村集体也积极
流转土地加入种植虎乳灵芝的行列。

益条村南雅村民小组组长刘燕梅
是全乡第一个“吃螃蟹”种虎乳灵芝
的。益条村驻村第一书记陈巨成说，
在村“两委”、乡村振兴工作队的支持
和帮助下，2023年，刘燕梅自掏腰包
种了1万个虎乳灵芝菌包，净利润将
近5万元，相较于种植虎奶菇，多赚2
万元；今年，她带动全乡农户自发种植
虎乳灵芝280亩。拥处、青松、牙扩3
个村也将种植虎乳灵芝作为村集体产
业，共种植近百亩。

除了虎奶菇、虎乳灵芝，青松乡

还有300亩的红托竹荪，年销售额可
达2700万元。目前，青松乡正探索
种植弯柄灵芝、紫灵芝等，持续丰富
菌菇种植品种。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派驻青松村、益条村干部说，集团对
帮扶当地发展菌菇特色产业予以大
力支持，他们正按照要求，把菌菇作
为实实在在助农增收的产业，进一步
做大做强。

目前，青松乡的菌菇产业链正越
做越长。青松乡党委书记曾圣全介绍
称，该乡继建设生产大棚、保鲜冷库、
烘干与分拣等设施后，又以“政府+企
业+村集体”的合作模式打造了食用
菌菌棒培育厂，采用自动化装袋生产

线和智能化养菌设施，每年最多能生
产种苗700万棒，将生产效率提高了
近10倍，成本能降低20%左右，提升
了菌菇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我们利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以
入股的形式支持工厂的建成落地投
产，预计一年能增加村集体收入共计
240余万元。”曾圣全说，这笔投资让
老百姓切实享受到产业发展的红利，
下一步，该乡将按照1万亩的总体目
标进一步做强林下菌菇种植产业，完
善全域数字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功能，
构建“供、种、管、收、储、运、销”林下全
产业链闭环体系。

（本报牙叉10月13日电）

白沙青松乡林下菌菇种植产业再升级，规模更大、品种更多、产业链更长——

助农增收，小小菌菇“虎虎”生威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肖优林）近日，海南省信访局发布了省直属单位
领导10月14日至18日接访日程。

10月14日至18日，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
资源和规划厅、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生
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将在海口市
美兰区大英山西二街4号省人民来访服务中心
接访群众。

省信访局提示，请信访群众按照《信访工作
条例》有关规定，依法有序理性走访。关注“海
南信访”微信公众号，点击“网上信访”可进行预
约登记。

海南省直属单位领导
10月14日至18日接访日程发布

海口市美
兰区大英
山西二街
4 号 省 人
民来访服
务中心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10月15日（星期二）

省发展改革委10月14日（星期一）

接访地点接访单位日期

制表/杨千懿

省生态环境厅10月17日（星期四）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10月16日（星期三）

省农业农村厅10月18日（星期五）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张文君）日前，
由海南省教育厅、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旅文
厅、省总工会主办，昌江黎族自治县政府承办的
2024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海南省总开幕式在昌
江文化公园广场举行。开幕式现场，2024年海南
省及全国“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等
荣誉榜单揭晓。

据悉，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全民终身学习体
系建设，目前已形成省、市、县（区）、乡镇（街道）、
行政村（居委会）等五级社区教育办学体系，社区
教育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尤其是2024年4月，海
南开放大学龙华校区挂牌成立“国家老年大学海
南分部”，进一步推动了我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
同时，我省建成“海南省全民终身学习网”，提供1
万多门学习课程，涵盖多个知识领域，为居民提供
更加便捷、灵活的学习方式，更好地服务全民终身
学习活动。

2024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
海南省总开幕式在昌江举行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易宗平

“我母校在‘汇聚海南·四城同办’
2024年秋季校招活动行程之列，欢迎
学弟学妹们关注本次招聘岗位……”
这是现任海南控股旗下海南儋洋国际
人才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晓铭10
月12日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动态。

10月19日至20日，“汇聚海南·
四城同办”2024年秋季校招活动将在
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的16所重点高
校同步举办。其中在北京站，我省将

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举办招聘会。

李晓铭本科毕业于北京理工大
学、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西门子
（中国）有限公司、陕西文投集团等企
业任职。谈及来琼工作的原因时，她
说：“海南自贸港建设是国家战略，需
要各行业各领域的优秀人才，我和家
人非常看好自贸港发展前景。”

今年2月下旬，她看到海南儋洋
国际人才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岗位的
招聘信息，发现岗位要求与自己的履

历匹配，于是投递了简历。
“在海南应聘过程中，有三个细节

打动了我。”李晓铭回忆道，在打车去
洋浦大厦的路上，的士司机得知她是
外地人，热心介绍本地情况；在洋浦一
家餐厅吃饭时，餐厅老板得知她是求
职者，送上饮品和祝福；面试时，相关
领导提出初创公司应当等总经理到任
后组建业务团队，体现了对应聘者的
尊重和信任。

“在海南有回家的感觉，当地人的
热情和友善感染了我！”李晓铭感慨
道。层层闯关、成功应聘，她4月8日
正式到海南儋洋国际人才发展有限公
司履新。

“在新公司一切从零开始，对我来
说一切也都是陌生的，但我在对接股

东单位、上级领导和各个机构时，获得
的都是支持与关怀。”她感激的话语里
充满干劲，“尽管新公司面临各种挑
战，但和谐的工作氛围和同事们的热
忱，让我有源源不断的力量。”

到任后，她着手延揽各方人才。
其中，4月28日至30日，她作为儋州
洋浦引才小分队成员赴河南郑州重点
高校开展校招活动，该公司一次性推
出16个岗位，其中包括面向毕业生的
培训生计划。她表示，将探索构建“引
育用留”机制，为儋州洋浦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储备和选拔更多优秀人才。

“我们公司主要负责儋州以及洋
浦经济开发区人才引进和服务工
作。”李晓铭认为，儋州是海南西部中
心城市，吸引了大量企业落户，形成

了多个千亿、百亿产值规模的产业，
产业的强劲发展急需相应的人才资
源支持。今年10月，西门子能源海
南创新中心等多个重点项目在儋州
洋浦揭牌、启动，让她对儋州洋浦的
发展充满信心。

“我很荣幸有机会参与海南自贸
港建设，感谢时代给了我们这一代人
干事创业的机会。”作为来琼优秀人才
代表，李晓铭将随团赴京为儋州洋浦
引进人才。她向参加“汇聚海南·四城
同办”秋季校招活动的北京大学、北京
理工大学等院校毕业生发出诚挚邀
请，“期待更多青年人才加入海南自贸
港建设的队伍，让我们共同迈步，为实
现国家繁荣和个人梦想而努力！”

（本报洋浦10月13日电）

在琼工作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李晓铭诚邀莘莘学子来海南发展——

“在海南有回家的感觉”

近日，海口市美兰区科
普进校园活动走进海口市
海甸小学。

活动通过科普展示、科
技体验等多种形式，让青少
年充分感受科学的魅力，营
造良好的科普文化氛围。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茂
特约记者 王聘钊 图/文

海口：

科普进校园
点燃科技梦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刘晓惠）在书香翰墨中渗透红色家风，在颜筋柳
骨里书写革命精神。10月13日下午，中国人民
大学校友会在海南省博物馆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5周年“红色家风 翰墨经典”书画展。
此次展览将展至10月20日。

本次书画展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海南校
友联谊会、上海校友会、河南校友会、甘肃校友
会、广州校友会参加。此次展览共收集了 96
幅作品进行展出，其中书法作品88幅，绘画作
品 8幅，展览以书画形式礼赞祖国，致敬革命
先辈。用楷书精心临摹周恩来致邓颖超的信
件；以草书挥洒陈独秀的家书佳句；以隶书书
写的革命先烈王尔琢的家书格言……展出的
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集艺术性和观赏性
于一体。

中国人民大学海南校友联谊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红色家风书画展是一次深刻的历史文化体验，
通过书法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展现了红色家书家
规家训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通过书法艺术的
表现，这些家书家规家训不仅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也让观众深刻地认识到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从
而更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红色家风 翰墨经典”书画展
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展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 （海南日报全媒体
记者陈蔚林）第 91期海南省乡村振兴电视夜
校将分别于10月14日 20时在海南自贸频道，
10 月 15 日、10 月 22 日 18 时 25 分在三沙卫
视，10月 20日、10月 27日 20时在海南卫视上
下集连播。

为了更好地帮助海南基层干群系统总结、深
入把握浙江“千万工程”的好做法好经验，本期电
视夜校策划推出“学‘千万工程’，看乡村振兴”特
别节目，带领海南乡村干部代表共赴浙江省，走进
义乌市城西街道何斯路村，通过“走出去、学回
来”的模式，探索适合海南乡村振兴发展的新模
式和新路径。

观众还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电视夜校”
APP或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官网下载“视听
海南”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期直播。

第91期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
10月14日晚播出

◀上接A01版
目前，澄迈已在数字、海洋、智造、绿色、文化

五大生产力上进行谋篇布局，同时以青年澄迈、文
化澄迈、数智澄迈、幸福澄迈“四个澄迈”发展战略
为指引，以“三个千亿”项目投资为支撑，力图走稳
走实具有澄迈特点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副省长陈怀宇参加有关活动。

澄迈国际经济贸易
洽谈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