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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 新海垦
海垦八一开展
水库移民技能培训

本报那大12月26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邓钰 通讯员郑鹏）今年以来，海南农垦八一总
场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八一）投入技能培训资金
200万元，计划开展16期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水
库移民技能培训，截至目前已开展13期，培训
600余人次。这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12月26
日从该公司获悉的。

据了解，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是海南省水网
建设规划重点项目之一。该项目涉及搬迁安置人
口共计500户2192人，其中海垦八一安置335户
1428人。

据悉，培训旨在进一步提高水库移民劳动者
素质，增强就业能力，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
水库移民农业经营者队伍，推动水库移民向新型职
业农民转变。截至目前，海垦八一已开展槟榔种
植、榴莲蜜种植、黄皮种植、电子商务、家政服务、酒
店服务、物业服务、自主创业、电工技能等移民生产
技能培训班13期。同时还开展了两期移民干部培
训，共计68人次，分别组织他们前往云南、湖北参
观学习水利枢纽产业安置项目的成功案例。

目前，八一总场公司已谋划一批产业安置项
目，通过对相关产业发展的大力扶持和水库移民
的技能培训，提高水库移民的就业技能水平与整
体素质，不断提高水库移民群众增收致富的能力。

海南农垦“南滨甜628”玉米品种
通过东南鲜食甜玉米区试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邓钰 通讯员
周涵）日前，海南南繁种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种业集团）组织申报的“南滨甜628”玉米品种，
在国家南方（东南）玉米生态区组织的2024年东
南鲜食甜玉米区域试验（以下简称区试）评审中，
凭借其出色的丰产性、稳产性和适应性，在层层严
格评审中脱颖而出，首年参试就顺利通过试验。

此次区试共有137个品种参与评比，仅有37个
品种通过，淘汰率较高。“南滨甜628”玉米品种顺利
通过初审，不仅是对该品种优质的认可，也是对种业
集团科研育种能力和水平的充分肯定。该集团正在
积极筹备“南滨甜628”玉米品种参与第二年的区
试，若该品种再次通过，即可申报国家初审。

种业集团将以此为契机，创新发展，深化与联
合体成员单位的交流合作，研发更多优质鲜食玉
米品种，持续推动我国东南鲜食甜玉米品种的更
新换代和产业升级。

海垦金鼎第三空间
茶体验馆首店开业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邓钰 通讯员
何沁榕）日前，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垦热作）旗下金鼎第三空间茶体验馆
首店在海口市国兴里开业。

该体验馆设置品茗区、茶文化交流区等多个
功能区域，集中展示来自海南雨林大叶茶核心种
植区域的茶叶高端产品，供茶叶爱好者品茗和深
入了解海南茶文化。

据悉，该体验馆作为海垦热作展示旗下“金
鼎”等高端茶产品的体验空间，将进一步提升海南
农垦茶品牌形象，擦亮品牌价值。近年来，“金鼎”
牌多款茶产品在省内外众多茶叶赛事中屡获佳
绩，产品质量和品牌价值不断彰显。

近年来，海垦热作与属地政府加强垦地融合，
协同发力做好“茶文章”。同时，大力推进茶产业
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工作，推动质量兴
茶、品牌兴茶，持续做强做优茶经济。

昌江农交中心
迎首单“开门红”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邓钰 通讯员莫
海莹）12月23日，在昌江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
称昌江农交中心）网站，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保
平村21队57亩集体土地出租项目实现溢价55%拍
出，这是该中心运营后的首单成交业务，进一步推动
当地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化、数字化发展。

据悉，项目起拍价为24510元/首年，在公示
期间吸引了2117次的围观热度，3名用户报名参
与竞价，经过 50 次竞价，首年租金成交价达
38010元，比起拍价溢价55%。

首单成功交易并实现项目溢价，充分体现了
公开交易机制在挖掘农村资产价值方面的巨大潜
力。作为海南农垦旗下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专业
化平台，昌江农交中心凭借线上渠道的优势，打破
了以往农村产权交易信息不畅的壁垒，通过广泛的
信息发布渠道和高效的网络竞价机制，吸引了更多
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成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海南橡胶开展管培生赋能培训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邓钰 通讯员宋

玉瑶）日前，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南橡胶）在海口举办2022届至2024届管
培生赋能培训，旨在深入实施“人才强垦”战略，持续
提升管培生职业素养与综合能力。

本次培训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将理论学习、趣味
活动、实践锻炼等环节精心融合，设计主题拓展活动、
沙盘模拟课程、职场规划工作坊、文艺汇演等培训课
程，帮助参与学员展示自我风采、提升综合素质。

同时，海南橡胶工会共同参与策划了本次活
动，开展多种联谊团建游戏，增进新往届管培生之
间的认识，使其进一步加深了对海南橡胶发展现
状、业务范围以及人才需求的了解。

本报保城12月26日电（海南日
报全媒体记者邓钰 通讯员郑珑红）水
果市集、非遗表演、围炉煮茶……七仙
岭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心（以下简称
果博中心）将于12月28日焕新亮相，
并围绕“山海筑梦·万果来潮”为主题，
连续3天开展佳果共赏、民俗共品等
系列精彩活动。

据了解，果博中心位于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保城镇，是保亭与海南省
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垦集团）携手建设的垦地融合示
范样板项目，以建设“全球热带水果产
业硅谷”为总目标，计划打造集科普、
科研、生产、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
和旅游目的地。

果博中心于2022年启动建设，共
分为3期分批推进。保亭在项目规
划、五网设施配套、项目用地指标等方

面给予项目大力支持和指导。该项目
的推进，是双方进一步探索垦地融合
新模式，助推垦地发展新变化的关键
举措。

今年5月，中心（一期）启动提升
改造工程，在硬件设施、功能布局、文
化注入等方面实现显著提升。目前，
果博中心在整体面貌、功能布局上持
续焕新升级，已新收集保存热带果树
物种共85个、品种450多个，其中包
括许多珍稀和名贵的热带水果。园中
还建有58亩榴莲种质资源圃，保存有
150多个榴莲品种和619亩的百香果
基地。园区内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
榴莲树”的榴莲母树自成风景。

在功能区域方面，园区设置了研
学基地、可可工坊、榴莲咖等众多文旅
体验点，市民游客走入其中可以品尝
众多新奇特水果、品鉴香醇的咖啡，亲

手将可可豆制作成甜蜜的巧克力，感
受热带水果带来的独特体验。

活动期间，主办方将在园区内迎
宾大厅、研学基地、时光小筑、时光长
廊、兰花造景处、榴莲咖、果博之光、万
果彩绘广场、果博营地等区域设置打
卡点。水果市集、美食品鉴、竹竿舞表
演、围炉煮茶……现场观众可在相应
的打卡点体验不同的项目，还将有研
学团队来到园区的温室大棚开展研学
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果博中心前身是
始建于1954年的保亭热带作物研究
所。时光小筑打卡点将设置“微展
览”，通过一件件饱含岁月沉淀的老物
件和记录奋斗历程的老照片，展现保
亭热作所70年来的光辉历程以及海
南农垦育种人的薪火相传。

据悉，12月27日下午，南京农业

大学三亚研究院热带果树研究中心将
在果博中心举行揭牌仪式，正式入驻
该园区。

本次活动由海垦集团主办，海南
南繁种业集团有限公司承办，海南省
南繁热带作物研究有限公司协办。

水果品鉴、非遗表演、围炉煮茶……精彩活动邀客来

七仙岭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心将焕新亮相

这几天，光村镇坡坎村委会主任李
春荣一有空，就要到新盈基地转转，“看
着蓬勃生长的榴莲蜜和凤梨，很有‘希
望’的感觉。”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触，是因为基
地的建设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

“基地离村子不到一公里，农忙时
节吸纳了不少村民干活。”李春荣介绍，
坡坎村有400多名村民，村里缺乏支柱
产业，村民多数靠水稻、橡胶等传统产
业谋生。“基地用工高峰时，一天能提供
二三十个临时岗位。”

今年4月，基地建设之初，李春荣还

不知道榴莲蜜为何物，如今已对它的种
养技术了然于心。他争取成为榴莲蜜管
理的“土专家”，自己也带动村民们一起
种。

2023年，省委、省政府提出“乡村振
兴首先是产业振兴、垦地融合关键是产
业融合”的思路，新盈基地被列入儋州市
2024年一季度乡村振兴集中开工项目，
垦地双方从产业规划、项目推进、链条延
伸、招商引资等方面谋划，让产业“蜜”意
渐浓。

“我们计划发挥产业优势，以项目建
设为抓手，垦地融合共绘振兴‘丰’景。”
王波认为，将岗位挪到家门口，能带动职

工和群众增收，推进乡村产业全链条发
展，让产业发展成果广泛惠及属地职工、
群众。

目前，海垦西联还与儋州共同谋划
农旅结合的产业路径，依托便利的路网
建设，将新盈基地、海南新盈红树林国家
湿地公园等点位串联，打造集户外拓展、
田园休闲、特色研学于一体的产品供给
体系，实现生态农业和田园休闲的有机
结合。

垦地合作为地方的农业经营打开一
片崭新的天地。农户、基地、农产品链接
到农垦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

“融”出产业振兴。

谋产业融合 垦地融合共绘振兴“丰”景

连日来，海垦西联新盈1130亩榴莲
蜜基地里，农户们三三两两蹲在田间，头
戴草帽、手拿镰刀，拔除田垄间的杂草，
深挖肥坑施放牛肥，生怕耽误了田间冬
管。

“现在施有机肥，能够改良土壤，促
进榴莲蜜果树和凤梨根系的呼吸和养分
吸收，帮助它们打好‘底子’。”海垦西联
农业分公司经理何进德介绍。从更新胶
园到齐整良田，这片基地花了不少心思。

这两年，海垦西联紧跟海南农垦“一
场一品”专项工作鼓点，因地制宜、深挖
产业基地，着力做好以菠萝蜜为特色支
柱的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文章，延伸产业
链条，从种植端拓展种植规模、提升产品
品质，加工端提高产品附加值，销售端深
化产销对接，深入推进菠萝蜜产业高质
量发展。

在种植端，海垦西联从西联、西流
和新盈片区三大基地的建设着手，打造
菠萝蜜标准化基地。

“在基地建设和种苗定植中，我们
花了不少心思进行科学规划。”何进德
介绍，种苗按照行间距 4 米的标准种
植，给予每株小苗足够的生长空间，并
为后期投入机械作业预留空间；行与行
间均挖有排水沟，避免积水伤根；果树
生长过程中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及时
补充水溶肥……

渠相连、路相通、田成方、树成行、旱
能灌、涝能排，基地从前期谋划、动工建
设到作物抚管，每一环节严格按照高标
准推进。

精细不仅于此。走入基地，人们可
以看到自动控制系统代替人工“照顾”农
作物，“数字军师”借助大数据算出丰收

密码……田间地头，“新”景不断。
“手机‘巡田’，浇水不湿手。”海垦西
联工程建设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李中
发介绍，田间安装了小型气象站等各类
传感器，可以第一时间监控田间温度、
湿度、光照、虫情和土壤酸碱度等信息，
并汇总到大数据平台进行剖析。

“就如同给农业生产装上‘智能眼
睛’和‘数字大脑’，有一位大数据‘数字
军师’，实现农业生产环境的智能感知、
预警、分析和指导。”海垦西联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波表示，“数字军师”能“感知”
作物是“渴了”“热了”“冷了”还是“病
了”，管护人员就可以继续针对不同环
境、不同作物，开展植保、采摘、巡检等作
业。“未来我们希望持续汇总大数据，制
定管护标准，持续带动农户发展标准化
种植。”

丰收未至，丰产先谋。以“前置思
维”做好产业规划，海垦西联以“3162工
程”为主线，提前在强链、延链、补链上
下功夫，通过技术升级、改革升级、产业
升级，探索走出一条菠萝蜜产业高质量
发展之路。

王波解释，“3162工程”既建设三大
基地和一个大数据平台，开展生产标准
化、产品营销、品牌建设、农产品加工等
六大行动计划和建设专业技术和专业
销售两支队伍，借助海南自贸港优势发
展热带果蔬加工、贸易等，致力于打造

集种植、研发、加工、销售与农旅结合为
一体的现代化产业链条，推进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发展。

今年以来，海垦西联农业分公司
已组织营销团队奔赴省内外主要农贸
市场，提前布局销售市场。

“目前在江浙沪等地，菠萝蜜和榴
莲蜜市场前景向好。”何进德表示，该
公司积极与大润发、百佳汇、百果园等
商超供应链对接，建立产销一体化合
作体系。接下来，将加强与电商紧密
合作，利用直播带货等新兴渠道，通过

线上直销、原产地直发，实现线上线下
一体化销售，让菠萝蜜、榴莲蜜的价格
更亲民、采购更便捷、物流更高效。

目前，菠萝蜜、榴莲蜜行业仍处于
成长期，市场接受度不断提高。接下
来，海垦西联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
断推动品种改良、技术创新、品牌打
造，让菠萝蜜、榴莲蜜真正成为连接农
户与市场的“甜蜜纽带”，为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赋能添彩，激活乡村振兴“一
池春水”。

（本报那大12月26日电）

全链条谋划 “前置思维”开拓产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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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钰

12月26日，儋州市光村
镇，海南农垦西联农场公司
（以下简称海垦西联）新盈
1130亩榴莲蜜基地里，小树
苗迎风招展，林段间凤梨齐
整扎根，在阳光映射下构成
一幅一望无际的田园画卷。

不过，当地农户可没有
闲暇欣赏美景。农时不等
人，眼下，田间冬管是头等大
事。在田间，他们挥舞锄头、
深埋有机肥，干劲满满。“家
门口有了致富产业，我们来
学技术，拿工资，哪能不积极
干。”一名农户表示。

以“一场一品”为抓手，
海垦西联持续发挥土地集约
化、队伍组织化优势，以推进
“3162工程”为主轴，因地制
宜在儋州打造数千亩标准
化、规模化、智慧化的菠萝
蜜、榴莲蜜基地，谋划种植、
分拣、销售和加工于一体的
全产业链条。

基地里，株株树苗千枝
竞发，催发垦地互融、产业共
兴的新“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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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西联新盈海垦西联新盈11301130亩亩
榴莲蜜基地榴莲蜜基地。。 蒙美顺蒙美顺 摄摄

工作人员借助大数据平台管
理种植基地。 刘家宋 摄

七仙岭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心。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郑珑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