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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选出的省七届人大代表刘立武调离
本省；琼海选出的省七届人大代表沈丹阳、滕
朝霞调离本省；万宁选出的省七届人大代表彭
赛兰调离本省；屯昌选出的省七届人大代表林
振闽调离本省；保亭选出的省七届人大代表李
云庄调离本省。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刘立
武、沈丹阳、滕朝霞、彭赛兰、林振闽、李云庄
的省七届人大代表资格终止；依照选举法的有
关规定，李云庄的省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省
七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林振
闽的省七届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职务相

应终止。
海口选出的省七届人大代表韩运发因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
免韩运发的省七届人大代表职务。依照代表
法的有关规定，韩运发的省七届人大代表资
格终止。

截至目前，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实
有代表371人。

特此公告。
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11月29日

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52号

任命：
刘冠兵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邢君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免去：
郭魏的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4年11月29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任命：
张军为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郭逢喜为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
（2024年11月29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李锋为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任端平为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厅长；
邓立松为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
龙丁敏为海南省民政厅厅长。

决定免去：
陈际阳的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厅长职务；
刘立武的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职务；
李锋的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职务；
曾锋的海南省民政厅厅长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4年11月29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决定撤销：
陈笑波的海南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销职务名单
（2024年11月29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任命：
张峤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立案审判庭庭长；
段洪彬、宋家法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委员；
郭晓欣、郝兆亮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

审判庭副庭长；
吴浩云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一庭副庭长；
邹汉江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二庭庭长；
李梅华、王华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

判第二庭副庭长；
周成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

庭副庭长、审判员；
赵英华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四庭庭长；
黄嘉琛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四庭副庭长；
刘振勇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破产审判庭庭长；
秦晴、程序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破产审判

庭副庭长；
李华敏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

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
詹润红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

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
黄翰绅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

庭长；
叶珊茹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海南自

由贸易港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庭长；
龙蜀娟、卢静华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海南自由贸易港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副庭长；
陈玫伊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副庭长；
陶月月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

源审判庭副庭长；
万晓霞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

督庭副庭长。
免去：

李静云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委员、审判员职务；

刘振勇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二庭庭长职务；

詹润红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一庭副庭长职务；

徐智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
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秦晴、程序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黄嘉琛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三庭副庭长职务；

罗金洁、张龙剑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员职务；

卢静华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陈玫伊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吕丽霞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4年11月29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任命：
王庆民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免去：
常世界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刘璟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刘晓科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王剑毅的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决定免去：
徐振华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4年11月29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本报海口11月29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黄婷）11月28日，海南大学首届全国高中校长
论坛在海口举行。来自全国23个省区市的96所
高中校长齐聚海南大学，围绕“迎接新机遇、协同
育新人”的主题展开交流、碰撞智慧。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省教
育大会精神，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共同探讨新形
势、新政策下人才培养与招考策略，分享自贸港发
展机遇，交流教育教学理念，进一步选录优质高考
生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输送更多优质人才，海南
大学主动作为、挺膺担当，举办全国高中校长论
坛。这是海南大学招生工作的创举，在全省范围
内也是首次。

论坛开幕式上，海南大学有关负责人解读了
该校招生政策。“优质生源基地”授牌仪式上，海南
大学授予全国90余所高中“优质生源基地”称
号。论坛中，来自全国的专家、校长通过主题报
告、校长论坛、圆桌论坛等多种形式，共话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新思路、选拔新形式。

近年来，海南大学本科生源质量稳步提升，录
取各省排名前10%的优质生源率从2017年的
16.1%增长至2024年的70.46%，实现了“数在增
加，位在前进”的总体目标。体育类招生更是实现
历史性突破，今年招收了国家乒乓球队运动员林
诗栋、蒯曼2名国际级运动健将。

为更好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海南大学
2024年新增国际法、国际新闻与传播、生物育种
科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4个本科专业，本科招
生扩招800人。同时，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通过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等方式培养具有国际视
野的人才。

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大学校长骆清铭出席
并致开幕辞。

海南大学首届全国高中
校长论坛举行

本报海口11月29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党朝峰）东坡文化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有何关
系？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充
分发挥“东坡文化干部教育培训基地”作用，11月
28日，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省社会主义学院）、
省中华文化学院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座——
《东坡文化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讲座由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海南省苏
轼研究学会理事长李公羽主讲。他从用马克思主
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苏东坡的海
南功业、建设自贸港为什么要保护和利用好东坡
文化等三个方面向大家阐释了东坡文化与海南自
贸港建设间的特殊关系。

大力弘扬东坡文化，是夯实海南自由贸易港
文化基础、增强文化底蕴的迫切需要，更是顺应东
坡文化热潮，打造海南文化名片的积极行动。

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杨显教授表示，东坡
文化经过岁月的发酵和不断地诠释，不仅给海
南文化注入了厚重内容，也让海南的山水增添
了丰富意蕴，值得挖掘、保护、开发、利用。把苏
东坡打造成海南的文化名片，是海南自由贸易
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打造海南文化品
牌的重要抓手，能够更好地为海南自贸港文化
建设添砖加瓦。

《东坡文化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讲座举行

2024沉香花梨国际大会开幕

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海南
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于 2025 年 1 月 14 日在海口召开。

建议会议的议程是：审议海南省人
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海南
省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 2025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海
南省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审查和批准海南省2024年预
算执行情况和 2025 年预算草案的

报告、批准 2025 年省级预算；审议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审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审议海南省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审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 2024 年省级民生实事项目完成
情况的报告、票决2025年省级民生
实事项目；选举。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召开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

（2024年11月29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上接A01版
也是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珍奇物产和旅游商品，
要深入挖掘其产业发展潜力。要健全沉香花梨品
种选育、种植加工、品牌建设等发展环节，为农业
农村、旅游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与会嘉宾还指出，沉香和黄花梨是具有海
南地域特色的文化产业符号，海南具有得天独
厚的发展条件，在做好这两篇文章上大有可
为。本次大会是海南首次围绕沉香花梨开展的
省级重点会展项目和高端专业国际会议，为沉
香花梨展览展示、贸易交流、宣传推广搭建了良
好平台。

开幕式上，各方倡议组建香业贸易国际联盟，
打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香业贸易合作平台。

2024沉香花梨国际大会由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中国收藏家协会共同主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沉香产业国家创新联盟、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联合主办，将持续至12月1日。展会期间，除主
论坛外，还开展8个分论坛及多个配套活动。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军出席大
会开幕式。

◀上接A01版
湖北代表团的技巧表演、海南代表团的钱铃双刀
棍棒舞……一个个富有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表演
引人入胜，展示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
和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底蕴。

国家民委副主任、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席
郭卫平，海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运动
会组委会副主席尹丽波，海南省副省长、运动会
组委会副主席李锋出席颁奖晚会。

天涯共锦绣 民族奏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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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马志

向海图强，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
航运事业发展翻开令人瞩目的新一
页。

1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
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在洋浦经济开发
区揭牌成立，标志着全国唯一的国际
船舶登记管理机构正式启动运行。

这个海南自贸港新机构，有着“全
国唯一”的名头。它的“真容”到底长
啥样？为何落户洋浦经济开发区？又
将给海南自贸港建设带来哪些新变化
新利好？

带着好奇“三连”，不妨给海南国
际船舶登记管理局进行一下深层次、
全方位的扫描。

融入“中国洋浦港”
为航运更加开放而生

儋州市洋浦经济开发区泓洋路9
号，这里便是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
局所在地。

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由中央
编办于2024年9月正式批复设立，是隶
属于交通运输部海南海事局的正处级
行政机构，主要负责“中国洋浦港”籍国
际船舶的登记、综合质量管理、检验监
督、船旗国服务、政策研究等工作。

观其名，这个局似乎是专门给国
际船舶搞“登记”的？实则不然。

这一点从它的内设机构就可看出
——作为海南自贸港的新机构，它共

设置了 4 个内设机构，分别是综合办
公室、航运发展促进处、质量管理处、
登记服务处。

综合办公室是整个机构的“大管
家”。

航运发展促进处负责海南自由贸
易港航运制度、船舶管理制度、国际船
舶登记制度等有关政策研究工作；负
责航运数据统计分析；负责“中国洋浦
港”籍船舶便利运输；根据交通运输部
海事局授权，开展相关双边、多边国际
合作交流；负责新闻宣传和“中国洋浦
港”船籍港政策的对外宣介工作。

质量管理处负责“中国洋浦港”籍
船舶质量管控、船员权益保障、航运公
司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根据交通运输
部海事局授权，负责登记船舶境外滞
留处置；承担“中国洋浦港”籍船舶法
定检验的监督管理等工作。

登记服务处负责“中国洋浦港”
籍船舶登记，承担签发有关海事证
书、文书工作：负责船舶登记数据统
计分析、信息共享、电子档案管理；提
供紧急技术咨询、海事和航运政策咨
询服务。

可以看出，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
理局的职责、功能远不止于登记。它
紧扣“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政策落地落
实落细目标，深度融入“中国洋浦港”
建设，肩负让航运更加开放的新使命。

部省合作
再造航运发展新优势

放眼海南岛，大小港口环岛分布，
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选址洋浦经
济开发区，并非随意落子。

洋浦经济开发区是海南自由贸易
港的“样板间”，而“中国洋浦港”船籍
港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赋予洋浦经济开发区独有的自贸港政
策之一。

从国家战略部署看，2020年6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要求以“中国洋浦
港”为船籍港，简化检验流程，逐步放
开船舶法定检验，建立海南自由贸易
港国际船舶登记中心，创新设立便捷、
高效的船舶登记程序。

从区域位置看，近年来，洋浦充分
发挥地处西部陆海新通道和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交汇点的区位优势，抢
抓海南自贸港建设重大历史机遇，充
分运用“中国洋浦港”船籍港等自贸港
航运政策优势，大胆创新、先行先试，
带动洋浦港航物流产业快速发展，为
我省加深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
往来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现实需要看，“中国洋浦港”船
籍港政策的实施，吸引航运及行业相
关配套企业落地，大大降低了船舶登
记成本，提高登记效率，形成产业集
聚效应，有利于对标国际发达自贸港
船籍港及其发展经验，进一步完善船
舶登记全流程配套制度政策，提高注
册船舶及企业国际竞争力。截至目
前，在国际船舶登记制度的吸引带动
下，海南全岛共新增航运类企业近
700家。

航运业的逐步加快发展，呼唤更
加自由便利的航运开放政策，更加高
效的国际船舶登记服务。

2020 年 5 月，海南海事局先行成
立了国际船舶登记机构筹备组，制定
了过渡期工作方案，推动发布了《海南
自由贸易港国际船舶条例》《海南自由
贸易港国际船舶登记程序规定》等制
度规定，并正式对外开展登记服务。
截至目前，入籍“中国洋浦港”船舶达
47 艘，新增国际运力 533.21 万载重
吨，位居全国前列。

实际上，2020 年以来，海南海事
局就主动强化与海南省、交通运输部
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全力推进国际

船舶登记机构设立事宜。
今年9月20日，交通运输部收到

《中央编办关于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的批复》，批
复同意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国际
船舶登记管理局，为海南海事局分支
机构。

提升服务能级
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航运品牌

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是这个新机
构的鲜明底色。

作为全国唯一的国际船舶登记管
理机构，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投
入运行后，运行模式、业务职能、服务
对象等均与国内现有的其他海事管理
机构有着显著区别，体现了大胆创新、
先行先试的突出特点——

突出服务便利性。提供全天候登
记办证便利化服务，以及24小时紧急
技术咨询及电话热线和网站查询服
务，满足船东全方位服务需求。

突出监管科学性。通过对船舶登
记前的质量评估和登记后的船舶质量
管理等，实现对船舶、航运公司等的分
级分类、差异化管理，从而保障登记的
国际船舶品质。

突出管理规范性。根据授权，负
责与外国船舶检验机构签订法定检
验授权协议，并对其实施监督管理，
同时可以对检验发证的船舶进行抽
样检查。

突出服务全面性。为国际船舶及
船东提供海事咨询、航运政策咨询等
服务，通过管理与服务并重，发展与协
作并举，持续完善国际船舶登记制度
体系。

突出行业引领性。根据授权，可
以负责国际船舶登记制度相关双边、
多边国际合作交流；负责跟踪研究相
关国际公约、航运政策动态及国际航

运资讯，并开展全球国际航行船舶数
据统计研究分析工作，为海事发展、航
运发展提供信息服务。

业内人士分析，航运业承担了我
国外贸货物运输总量的90%，具有国
际交往频繁、产业要素众多的特点，在
对接国际规则、开展制度集成创新等
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是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优质试验田。在海南自贸港设
立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加快构建一
套适应高水平自贸港建设、比肩航运
发达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制度体系，
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建设高水平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
重要举措。

开拓创新，努力打造改革前沿“新
高地”；解放思想，打造对外开放“新窗
口”；提质增效，树立海事服务“新标
杆”……海南海事局党组书记、局长吴
红兵用“新高地”“新窗口”“新标杆”三
个关键词，阐释展望了海南国际船舶
登记管理局的未来。

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置于这一背
景下，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的成
立，不仅是一个新机构的诞生，更是海
南自贸港向“新”而行的又一次具体实
践和积极探索。我们有理由相信，这
一“全国唯一”的新机构，将成为把“中
国洋浦港”打造成为国际一流、国内领
先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航运品牌的新引
擎，为切实提升中国航运业国际综合
竞争力及海南自由贸易港经济发展注
入新动力。

全国唯一！这个海南自贸港新机构有啥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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