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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24 国际大会沉香花梨

赵子平同志逝世
海南省军区离休干部、原澄迈县人武部

政委赵子平（副师职），因病于2024年10月
26日18时12分在解放军第九二八医院逝
世，享年96岁。

赵子平同志1928年5月出生，汉族，海南
儋州人，1942年11月参加革命，1946年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8月离休。历任琼
崖纵队三总队连指导员、营副教导员，127师
群工科副科长，人武部政工科科长、副政委、
政委等职。曾参加万宁县运动战、临高县伏
击战、白沙县攻坚战、定安县伏击战、解放海
南岛等战役战斗。荣获独立自由奖章、三级
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中南解放纪念
章、海南解放暨海南军区成立50周年纪念章、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等。

中国人对香的喜好似乎与生俱来。
2000多年前，古人无论案前挥墨、静坐读

书抑或布席啜茶，总少不了香事助兴。时

至今日，许多百姓家里仍可寻得沉香身

影。一抹香气，总是让人心旷神怡。

一直以来，众香之中，海南沉香都是

翘楚的存在，素有“一片万钱，冠绝天下”

的赞誉。不过，过去的千百年间，因其稀

缺性，沉香并未真正走近普通民众。直到

近些年，随着人工栽培和人工结香技术的

成熟，沉香这才“飞入寻常百姓家”。

“许多人对沉香的认识还局限于文

玩、熏香，而且一提到就觉得很贵。”有业

内人士指出，其实沉香还有很多用途，比

如它特有的安神功效，就决定了其有潜力
下沉到庞大的保健品和日化品市场，用作
洗发水、牙膏、挂件、煮茶泡酒、开发新药
等。此外，沉香树皮还可以制作沉香皮
纸，这种纸遇水不腐烂、不生虫，非常适合
古籍修复使用。

沉香精油、沉香面膜、沉香香水、沉香
摆件、沉香手串、沉香茶……如今在海南，
沉香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相关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初，海南已有沉香企业约为
700家，涵盖医药、健康养生、宗教、日化和
工艺收藏等不同业态；生产沉香产品100
余款，其中文玩饰品、熏香品等初级加工
产品占90%以上。

2023 年，着眼沉香产业发展，《海南
省沉香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规划（2023—
2030年）》发布，提出到2030年，全省沉香
种植面积达18万亩，沉香产量达600吨，
产值超过 50 亿元，把海南建成国际优质
沉香原料基地、国际沉香产品精深加工
基地、国际沉香研发中心和国际沉香贸
易中心。

（整理/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邱江华）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杰

一片叶子落入水中，改变了水的
味道，从此有了茶。

跨越千年，茶香依旧。我国在
坚持传统茶业的同时，不断推陈出
新，让大众对于茶的喜好不减反增，
也让茶业市场得以实现高质量持续
发展。

一组数据可以印证：2023年，全
国茶园面积稳增至5149.76万亩，茶
叶总产达333.95万吨，涉茶农业总产
值3297亿元，茶叶出口总量36.75万
吨，出口总额17.41亿美元。

在全球化的大潮下，面对如此庞
大的市场机遇，位于海南自贸港前沿
阵地的三亚，该如何在茶产业上闯出
一条适合自己的新路子？10月 20
日，在2024三亚国际茶荟上，与会专
家学者就该话题展开热议，给出了“参
考答案”——在三亚建立茶国际交易
中心和茶仓储中心，发力茶仓储和国
际贸易，促进茶产业新质发展。

汇聚智慧
聚焦茶仓储和国际贸易发力

一片片茶叶在沸水中舒展，茶香
在氤氲的热气中散开……中国茶文化
渊源流传，在雨林密布的海南岛上，产
茶、饮茶历史悠久。

将历史的镜头拉近，聚焦三亚，
三亚育才生态区在上世纪70年代也
种植过茶树。此外，三亚在茶产业发
展上有着独特的区位、政策、科技等
优势。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全国
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王
庆认为，当下，全国茶产业正处于现
代化、国际化发展窗口期。三亚尽
管不是茶叶产区，但由于突出的气
候条件和国际影响力等优势，三亚
发展茶叶国际贸易将迎来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三亚可以充分利用自
贸港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大力推
动茶贸易、茶仓储、茶文化的创新发
展与国际合作交流，与国内各茶叶
主产区形成良性互动、优势互补、互
惠互利的合作生态。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师范大
学校长刘仲华也深表赞同。“三亚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支点城市，
同时背靠庞大的国内市场，发展茶
产业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刘仲华
建议，三亚可以建立茶国际交易中
心，以红茶为核心，吸引国际茶叶资
源，形成贸易集聚效应，开展国际合
作，拓宽出口渠道，增强中国茶的国
际影响力。

湖南省茶叶产业技术体系原首席
专家包小村以“五彩湘茶”的实践案例
阐述了科技赋能培育茶业新质生产
力，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科技赋能茶产业发展，是三亚
一大优势。三亚南繁科技城是深度
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其业态
功能对全省乃至全国茶业种端起关
键性作用，也为茶叶种植、加工、病
虫害防治等提供科技支撑。依托南
繁科技城三亚引进专业科研团队，
共同成立了海南南山茶业研究院，
努力构建一个以科技为核心，以仓

储和交易为两翼，连接生产和消费
两端的国际平台，助推茶产业高质
量发展。

深入调研
找准茶业发展切入点

去年，三亚成功举办首届国际茶
荟，与会专家学者和企业积极建言：海
南的热带农业资源得天独厚，海南茶
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自贸港
政策加持下，海南可以做好“茶+”这
篇大文章。

时隔一年，茶业发展的“好声音”
在鹿城又有了回响！围绕“茶仓储、茶
交易、茶产业”三大方向，三亚组织人
员展开了深入且扎实的调研。本届国
际茶荟上发布《推动三亚茶交易中心
建设可行性分析》《推动育才茶仓建
设，促进茶产业新质发展》两大调研成
果。

当下，我国茶业已经进入规模化
的高速发展轨道，在大宗原料茶交易、
茶仓储等环节亟需更规范化、国际化
的平台。“三亚具备自然环境、气候条
件等独特竞争优势，可以打造海南国
际茶业港，推动大宗原料茶国际交易
中心、后发酵茶与可转化茶仓储中心
等项目落地建设。”在成果发布环节，
中国茶业商学院执行副院长欧阳道坤
介绍道。

在全国的茶业版图中，最南端的
海南茶产业正处在扩容提质增效的跃
升期。欧阳道坤分析认为，通过海南
国际茶业港的构建，让三亚成为世界
茶业的枢纽，有利于提升海南自由贸
易港的品牌影响力，促进海南茶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

茶仓储是我国茶产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近年来，发展热度颇高。“在
海南自贸港的大背景下，在三亚建
茶仓，探索茶经济发展新路径，大有
可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信
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古小玲认为，育
才生态区气候条件适合建仓。古小
玲介绍，从2017年三亚育才和云南
昆明两个仓同时存储的普洱茶中抽
取样品检测发现，在育才生态区实
验仓存茶转化更快，存储时间的缩
短，有利于提升茶产品市场流通速
度；且育才仓储有利于茶叶品质提
升，仓储的茶叶表现为“陈香蜜
韵”。古小玲建议，从促进茶产业新
质发展出发，统筹考虑将茶仓储建
设纳入三亚经济圈一体化发展范
畴，一体谋划、一体推动，带动全链
条产业要素加速聚集，推动茶仓和
交易平台建设，开拓国际市场，为促
进三亚、海南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新的动能。

垦地携手
争当“三茶”统筹实践地

三亚不是主产茶区，何以接连两
年举办国际茶荟，并续话“丝路茶语”？

“三亚有基础、有条件、更要有担
当，争当‘三茶’统筹实践地。”与会专
家学者热议并给出了回应。明清以
来，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海
南茶叶作为重要的贸易商品，远销东
南亚及欧洲各地，海南茶叶声名远
扬。如今，三亚作为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支点城市，是中国面向东南亚的
重要门户，乘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春
风，有更多机遇和希望续写“丝路茶
语”新篇章。

海南农垦是海南茶叶种植生产的

主力军。本次茶荟，海南农垦作为主
办方之一，与三亚积极联手，共探茶业
新质发展之道。“为加快推进海南茶产
业高质量发展，海南农垦加强与三亚
等市县政府垦地融合，‘从田间到舌
尖’全产业链协同发力茶文化、茶产
业、茶科技‘三茶’文章，让海南茶叶成
为连接世界、传递友谊的桥梁和使
者。”与会嘉宾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豫说。

白沙、保亭、昌江、五指山等海南
茶区的市县领导和企业都积极参加三
亚国际茶荟，不仅认真聆听专家以茶
论道，还与其他来自广东、重庆等七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参会企业交流学
习。

王庆对此做了积极的评价：海
南是我国的唯一热带岛屿茶区，历
史上海南是中国优质红茶的重要出
口基地，虽然海南茶园面积不是很
大，但是海南省委、省政府对茶产业
发展给予了全力支持，专门印发海
南省大叶茶三年行动方案，明确了

“小而美、美而精”的雨林大叶茶发
展定位，致力于打造全省生态化标
志性工程，打造了海南雨林大叶茶
区域共用品牌。五指山、三亚等市
县积极通过品牌推介和产销对接活
动，为海南茶产业升级注入新的活
力，坚实而有效地推动了海南茶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之路。

2024三亚国际茶荟已然落幕，茶
的精彩故事还在继续！三亚将乘着海
南自贸港建设的春风，整合更多资源、
利用更多优势、把握更多机遇，从海南
出发，用一片小小的叶子连通世界，助
力中国茶业“出海”，讲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故事。

（本报三亚10月28日电）

专家学者聚焦茶经济发展新路径，建议——

可在三亚建立茶国际交易中心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 （海南
日报全媒体记者邱肖帅）经海南省人

民政府批准，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中国收藏家协会共同主办，国家林草
局沉香产业国家创新联盟、海南省民
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2024沉
香花梨国际大会”将于2024年11月
29日—12月1日在海南海口举行。
连日来，国内外沉香花梨企业、专业
买家竞相报名参会参展。10月 28
日，记者从组委会获悉，大会期间将
举行沉香专场拍卖会。为此，来自北
京的专业拍卖公司已于10月24日
落户海南，为参会参展做好了前期准
备工作。

“本次大会规格高、规模大，我
们以此为契机决定落户海南，海南
上真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刚刚完成
注册。”该公司董事长王晓文介绍，
近年来，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红利
持续释放，艺术品交易平台早在
2021年 6月就已经成立，如今艺术
品行业聚集效应加速形成，在国际
艺术品交易市场崭露头角。作为
行业知名企业，该公司依然决定落
户海南，共享自贸港红利。在2024
沉香花梨国际大会期间，将联合大
会组委会举行全国首场沉香专场
拍卖会。

“海南是国系沉香的重要原产地

之一，香文化底蕴深厚。叠加海南在
税收、金融、进出口等方面的诸多便
利，越来越受到全球买家关注。我们
希望能够将中国国系沉香卖出去，也
希望能引进更多国外优质进口沉香、
花梨。”王晓文说，此次拍卖会旨在通
过专业的拍卖，构建成熟的沉香价格
体系，引导更多消费者投资沉香收藏
行业，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本次拍卖品以野生沉香原料为
主，产地有来自海南等地的国香系沉
香，越南、柬埔寨等地的惠安系沉香，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星洲系沉
香。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拍卖会，指导
划定上品高端沉香的等级及价格，让

普通消费者对沉香原料有清晰、明确
的认知。”王晓文介绍，本次拍卖已筹
备两个多月，在国内外十余个城市完
成了百余件上品高端沉香原料的征
集。其中，最重要的拍卖品为早年从
国外回流，日本宫廷旧藏的“伽罗御
手箱”和一批珍藏近百年的沉香原料
精品。此外，为做好拍卖会的筹备工
作，上真国际拍卖公司将于近期发起
举行沉香精品鉴赏会，邀请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北京协
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等知名研
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指导、交流。
王晓文还透露，本次拍卖会将邀请知
名收藏家、沉香爱好者、艺术品投资

人共同参与此次拍卖。目前，一切工
作正在顺利进行中，希望通过成功举
办本次拍卖会为大会增光添彩。

“本次大会受到多方关注，我们
也将利用好本次大会，做好海南的宣
传员、讲解员，为艺术机构、艺术家、
藏家以及投资收藏机构提供一条垂
直的交易通道。”2024沉香花梨国
际大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大
会溢出效应初显，部分公司以参会
为契机落户海南。展会期间，还将
通过座谈会、论坛等形式，吸引更多
知名企业、专业机构来海南投资兴
业，共同为海南沉香、花梨产业发展
贡献力量。

2024沉香花梨国际大会溢出效应初显，专业拍卖公司落户海南

将拍卖一批珍藏近百年的沉香原料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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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江东新区
40余家企业专场揽才
提供145个岗位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刘梦晓 通讯
员曹柳）近日，海口江东新区2024年秋季专场招
聘会在江东发展大厦举行，中电建海上风电工程
有限公司、中冀建勘集团有限公司等40余家园区
优质企业进场揽才。招聘会还特别开设3条大巴
专线，接送众多高校学生组团前来。

记者注意到，招聘会现场不少企业展位前排
起长龙。“我们的教师岗位要求研究生以上学历，
招聘会开始不到1个小时就已经收到了几十份简
历，有不少与学校的招聘需求很匹配。”海南科技
职业大学招聘展位负责人张先生告诉记者，近年
来高校毕业生留琼、来琼就业意愿持续走高，此次
招聘会为供需双方搭建了很好的沟通平台，此次
接收的符合条件的简历，将经过学院审核后再联
系求职者进行二次面试。

据了解，此次现场招聘岗位覆盖金融、教育、
建筑、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包含高级营销师、
工程师、教师、财务等145个岗位，需求人数超
500人，超12家单位年薪高达15万元。招聘会现
场还设立了职业指导专区及简历打印区，为求职
者提供面试指导、简历修改打印、职业生涯规划等
一站式服务，并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

此次活动由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主办，海口
江东新区人才就业服务站承办。本次招聘会共吸
引71所国内外高校毕业生及社会求职者近千人
到场参加面洽，投递简历近1200份，达成初步就
业意向超百人。据统计，今年江东新区已累计为
90多家用人单位招引人才超过3000人。

农发行海南省分行
在儋州开展政策宣介会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培琳 通讯
员李海洁）为进一步深化政银合作，打开双方合作
新局面，近日，农发行海南省分行到儋州市开展政
策性金融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推动一揽子增量政
策落实落地宣介会。

在宣介会上，农发行海南省分行各前台业务
部门立足条线工作，围绕信贷政策、产品以及成功
案例开展介绍和解读，省分行信用审批处着重介
绍贷款全生命周期管理及农发行业务支持模式。
儋州市政府各职能部门及地方国企围绕“如何利
用政策性金融推动项目落地”进行积极讨论，针对
与会代表提出的问题，省分行各前台部门现场逐
一答疑解惑。本次宣介会的召开，为推动营销蓄
能行动有效落地，推动双方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合
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下一步，农发行海南省分行将充分发挥政策
性银行在重大项目投融资上的引领示范作用，充
分运用相关金融政策和产品，助推儋州市重大项
目高效融资落地，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政策
性金融力量。

海南“三农”大讲堂
（第三期）活动举行
聚焦农文旅融合和共享农庄建设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陈彬）10月28日上午，海南“三农”大讲堂（第三
期）活动在海口举行。本期大讲堂聚焦乡村振兴
背景下农文旅融合和共享农庄建设，邀请海南省
农业农村现代化专家咨询组咨询专家、北京联合
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作
专题讲座，分享他在乡村旅游方面的最新研究成
果和实践经验。本次大讲堂以“现场讲座+线上
直播”方式举行，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干部、农业企
业家共计5000人次观看。

曾博伟以《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文旅融合和共
享农庄建设》为主题，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乡村振兴
背景下“三农”问题的演变历程和路径探索，分析
了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和破解之策，详细讲授了
农文旅融合发展的10个主要模式，并对海南加快
推进共享农庄建设提出了多项建议。

共享农庄是休闲农业的一种形式，也是促进
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有力抓手。从2017年起，海南
启动发展共享农庄，将其作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推动三产融合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出台了支持共
享农庄发展的十一条措施和建设规范，举办了三
届共享农庄大会，累计认定73家省级共享农庄，
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典型代表的共享农庄，成为海
南乡村振兴的亮点工程和促农增收的示范样板。③③

图①拍卖品日本宫廷旧藏的“伽罗御手箱”。
图②③部分沉香原料拍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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