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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 新海垦

海垦建工集团一党支部获表彰
本报保城2月13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钰通 讯员莫雯娇）近日，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下属海垦·安悦阳光项目党支部，因在党建
引领促中心工作中表现突出，获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通报表扬。

海垦·安悦阳光项目是保亭与海垦集团携手
推进的安居房项目。项目党支部自开工以来紧盯
项目施工各节点，积极探索“党建+”模式，通过将
党建工作与项目建设、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深度
融合，党支部进一步凝聚了党员的奋进力量，激发
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干部带头攻坚克难，
推动项目建设蹄疾步稳。

省农业农村厅与海垦集团座谈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邓钰 通讯员李

骁可）日前，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带队到海南
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集
团）展开调研座谈，了解农垦农业产业发展情况，
对接企业需求，靠前服务企业，并介绍近期惠企利
企政策措施。

会上，双方围绕天然橡胶、南繁种业、海洋渔
业、农产品深加工、高品质牛基因育种、垦地融合
合作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并针对当前发展
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和推进举措。

海垦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省农业农村
厅持续为海垦集团改革发展工作提供支撑保障，
在“一场一品”自营基地建设、农产品精深加工、农
产品贸易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扶持
力度，助力海垦集团农业产业发展取得新突破；政
企双方进一步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协同谋
划农业产业项目。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省农业农村厅
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海垦集团的改革创新发展，一如
既往地支持海垦深度融入海南省现代化农业产业体
系，一如既往地支持海垦实施“走出去”战略，扎实完
成省委、省政府对2025年我省“三农”工作的部署。

省直单位与海垦集团举行专题调研会

以垦区更新推动人居环境改善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邓钰 通讯员吉

倩妤）日前，“以垦区更新统筹推进农垦人居环境
改善提升”专题调研会在海口举行，会议围绕垦区
民生改善、垦地融合、土地资源盘活等方面，共同
寻找破解瓶颈难题的“最优解”，推动垦区面貌实
现质的变化。

此次会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牵头，省委金
融办、省发改委、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省农业农
村厅、省财政厅等省直单位组成调研组，主动上门
服务，与海垦集团深入交流，了解农垦人居环境改
善提升工作中的痛点与难点。

会上，海垦集团表示将抢抓政策机遇，谋划包
装垦区更新项目，加快推进垦区老旧区域改造，并
积极争取超长期国债、地方政府债券等各类资金
的支持，借助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打造产业投资
新平台，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到垦区产业、乡村
振兴等建设中。希望相关省直单位一如既往地在
政策、资金上提供支持。

调研组表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城市更新
工作，希望海垦集团加快摸清底图底数，细化实施
方案。省直各单位将为垦区更新提供资源要素保
障，支持垦区老旧区域改造，推动垦区人居环境水
平提升。

海垦果蔬自营电商总销售额
突破1000万元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邓钰 通讯员伍
权）近日，海南农垦果蔬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垦果蔬）自营电商总销售额突破1000万
元，迎来新年“开门红”。

近年来，随着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消费者
购物习惯的改变，海垦集团积极拓展电商渠道，在
拼多多、抖音等平台开设了多家网店，从去年10
月份开始陆续投入运营，主营水果品类。

目前，海垦果蔬已组建了自有电商团队，开展
前期产地考察、选品及品控等核心环节。去年以来，
团队成员深入各大热门品类农产品种植基地，实地
考察农产品的品控、生产规模等，再根据市场需求和
数据分析，精准筛选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类。

据介绍，该公司自营电商主要采用“矩阵+控供
应链”的模式，即在多个平台开设多个店铺，同时根
据季节和平台流量品类不同，选取电商流量单品。
通过这样的模式可以有效规避单店经营风险，同时
获取更多流量，为电商销售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抢农时促丰产

海垦东路加强荔枝种植管护
本报文城2月13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邓

钰 通讯员黄闻涛）连日来，文昌市东路镇，海南农垦
东路农场公司（以下简称海垦东路）荔枝基地里，连
片的荔枝花陆续开放，香气四溢。工作人员抢抓农
时，加强荔枝花期管理，基地一派繁忙景象。

正值荔枝生长的关键期，为确保稳产稳收，海
垦东路春节假期前便统筹部署田间管理工作，旗
下果蔬分公司相关人员假期坚守岗位，利用无人
机飞防手段对荔枝进行催花调花，抢农时促丰产。

据了解，海垦东路荔枝生长管护工作正按照
年度管理计划有序推进。春节前，该公司已完成
除草、施肥、补苗等工作，目前正陆续推进近2000
亩荔枝基地催花调花工作，同时积极推进无人机
等智慧化设施应用，进一步提升管护效率，大幅降
低了管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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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保城 2月 13日电（海南日
报全媒体记者邓钰 通讯员徐嘉孚）
摘草莓、猜灯谜、唱调声……2月12
日，元宵佳节，海南农垦各文旅企业
推出缤纷多彩的节庆文旅活动，吸
引了广大游客参与，在果香的萦绕
中感受浓郁的传统节庆氛围。

当天，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
城镇，七仙岭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
心人气聚集，热闹喜庆的游园活动
在此举行。猜灯谜、趣味打卡、红包
墙互动及绿色玄幻市集等活动趣味

盎然，市民游客在感受年味的同时，
也亲身参与到环保实践中。

“让家中的旧物流动起来，不仅
避免了浪费，还将环保意识植入人
心。”市民陈培带着孩子参加绿色循
环市集，将家中闲置的玩具、文具等
用品带来，并亲手设计自己的摊位，
向来往游客售卖。

节庆期间，不少游客走出家门
享受春光，以周边游、短途游为主
流的旅游市场热闹非凡，生态游、
科普游等主题式旅游成为人们出

游新热点。
为更好地抓住“假日经济”，海

垦各企业和景区纷纷出招，通过推
出景区门票优惠、体验产品等举措，
加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吸引市
民游客“花式”过节，尽享新春文旅
盛宴。

在儋州市雅星镇，海南石花水
洞地质公园精心策划了以“黎乡风
情，洞藏欢乐”为主题的新春活动，
让游客们通过沉浸式体验，深入了
解黎乡的独特风情和文化底蕴，感

受浓浓的年味和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公园的非遗市集，扎染、漆扇

等非遗体验项目备受游客青睐。这
里汇聚了众多传统手工艺品。景区
运营总监洪莉云介绍，春节以来，园
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包
括邀请调声队表演，设置非遗宝藏
市集、黎乡集市、特色小吃等市集，
以及祈福环节、投壶及答题互动环
节等，吸引更多人流。

元宵佳节，在海口市美兰区，桂
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梦工厂开放

玻璃温室大棚，叶菜、圣女果以及草
莓等新鲜果蔬吸引了城市周边市民
游客前来采摘。

不仅要有年味，还要有特色。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春节以来，农业公园深
挖文化资源，将非遗表演、传统民俗
与现代旅游进行结合，推出火壶、喷
火、火焰流星等年味非遗技艺表演，
为广大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视觉与
文化的双重“盛宴”，为公园的新春
旅游注入了蓬勃生机。

海南农垦企业推出多彩元宵节庆文旅活动

花果迎春乐“宵”遥

扫码看海垦南繁育种
基地培育的“新奇特”番茄
视频。

策划/文案 邓钰 李小岗
拍摄/剪辑 李小岗

赏心悦目的番茄，不仅点
亮了田间，也努力鼓足农民的
钱袋子。

“几乎所有的育种品类，在
冬季时都会在南繁种植、交流，
番茄也不例外。”海垦科学院公
司总经理简纯平介绍，今年南
繁季，该公司发力上新一批番
茄材料，并将于3月在三亚举
行的2025中国种子大会暨南
繁硅谷论坛上，面向省内外客
商进行集中展示和推介，借助
展会流量，让人们更直观地感
受到新品种的奇妙之处，搭建
从田间到“舌尖”的畅通渠道。

“品种选对了、品牌打响
了，我们希望能够带动农户增
收。”杨瑾认为，不仅要研发良
种，更要让它们能够扎根农民
的田间，成为人们舌尖佳肴。

“好的番茄品种甚至能卖到10
多块一斤。”

目前，海垦科学院公司计
划通过“企业+基地+农户”模
式推广番茄新品种，为农户提
供种苗、技术、渠道等支持，进
一步带动农户增收，推动乡村
振兴。

扎根沃土，海垦集团始终心
怀“国之大者”，坚持以良种良苗
的研发、种植、推广为抓手，建设

“育繁推服”一体化的现代种业
链条，参与商业化育种体系的建
设，推进南繁种业、海南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良种带动更
多农户致富，也希望大家的生活
像番茄一样，如宝石般，每天都
闪着光，甜蜜、幸福。”举起一串
莹润的番茄，杨瑾笑得畅快。

（本报三亚2月13日电）

有时候，番茄的“个性”变
化，与人们的舌尖“选择”息息
相关。

走入种植番茄的田垄间，杨
瑾从纤细的藤蔓上随手摘下几
个圆鼓鼓、红彤彤的番茄。它们
静静躺在她的手中，果皮艳丽，
在阳光下泛着油润的光泽。

在衣服上粗略擦拭三两
下，一口咬下番茄，丰沛的汁
水从指缝溢出随即滴入田
间，浓郁的清香霎时在空气
中弥漫。

“酸甜、多汁、饱满，这款
番茄有‘小时候’的味道。”杨
瑾解释，这类番茄个头不大，
口感却很好，皮薄、肉厚、汁
浓、酸甜适中，入口有一种清
新爽口的感觉。

过去一段时间内，追求更
大更多的番茄果实是育种的
主要目标。相应的，对于口感
的需求被弱化，导致市面上的
番茄大而不香。近些年，人们
愈发注重有“番茄味”，番茄育
种界掀起了一股“复古”潮
流。育种家精细地对各地番
茄品质资源进行再发现、再挖
掘，着重培育以口感取胜的品
质番茄。

“除了口感，是否耐贮运等
因素也会影响材料选择。”杨瑾
举例，在电商经济蓬勃发展的
当下，番茄品质是否经得起打
包运输，也成为育种人员的考
量因素。

在南繁基地，番茄有了接
受种种考核的底气。

依托南繁得天独厚的光热
条件和众多科研院所聚集的技
术优势，番茄育种已经走入“快
车道”，品种更新换代速度较
快。通过在南繁地区集中展
示，能够加强行业交流，为研发
选育新的优良品种打好基础。

“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以
良法育良苗，让番茄材料茁壮
生长。”杨瑾透露，该公司制定
备耕计划，提前进行各地块的
旋耕、施肥、起垄、覆膜、安装灌
溉设施等，全力满足各类农作
物移栽定植的土壤、肥力、灌溉
条件，保障生产试验衔接紧凑
有序。

“番茄可不只有红色，它们有千
般形态。”走进番茄基地，海垦科学院
公司蔬菜育种负责人杨瑾如数家珍
地介绍着地里各类番茄材料。

这里的番茄不同于大众印象中
的单一扁圆状红果。它们早已千姿
百态，色彩、果型、大小、滋味都有很
大区别，樱桃番茄、口感番茄等是其
中的主流。因还在选育试验中，它们
尚不能称为品种。

这里，如月光般纯白的番茄清雅
外观下有浓郁口感，花纹如天外来客
般的星球番茄自有美学风格，绿色的
番茄即使成熟也保持着“青涩”模
样。此外，鲜黄、暗紫、亮橙等各色的
番茄令人啧啧称奇。

近年来，海垦科学院公司借助中
国种子（南繁硅谷）大会等平台，加强
与国内外种业科研机构和优势种业
企业的交流合作，整合了大量优质的
番茄种质资源，推进番茄新品种的选
育和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化和品牌
推广。

经历一个冬天的耕种，这片仅有
5亩的基地里已经汇集了新组配的
600多份番茄试验材料和组合，其中
大果番茄219个，樱桃番茄429个，陆
续长了7穗果。如今，育种人员紧锣
密鼓地观察性状表现，收集表现优异
的材料，进行鉴定和进一步选育工作。

在“内卷”江湖里，杀出重围，番
茄拼的是综合素质。

“好看、好吃、好管、好贮运缺一
不可。人们对番茄的需求越发多样，
要求也更高。”杨瑾说，育种家如同果
蔬品种的“建筑师”，了解市场的需
求，挑选出合适的性状组配成新的育
种材料，并从中挑选新的品种。

番茄作为经济作物，最终还是要
经过产量的检验，因此要考虑它的产
量、适应性与抗性等。

“一种番茄再好看、好吃，只要它
不好管、不高产，也很难被选中。”杨
瑾举例，在考察时，她会着重了解材
料的连续座果能力、一致性、抗性等
综合素质。“这些材料必须经过3年
连续6代的选育，才能‘拼’出一个抗
性强、风味佳的品种。”

综合而言，番茄材料评选第一部
分是结合品种的田间长势，考察品种
抗病性、坐果性、商品性、整齐度等；
第二部分是室内品鉴，对品种果实的
颜色、色泽、光泽度、风味、可溶性固
形物的含量等进行综合精细化评价。

一步向前，就踏入了番
茄的海洋。数百种姿态各
异的番茄同时在眼前成熟，
浓浓的茄果香气扑鼻而来。

黄的、白的、红的、紫
的、粉的；大的、小的、圆
的、尖的……缤纷多彩的
果子在绿莹莹的田垄间格
外显眼，琳琅满目，让人目
不暇接。

这是位于三亚市崖州
区的海南农垦南繁番茄育
种基地。依托海南省农垦
科学院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垦科学院公司）
种业人员的努力，众多“新
奇特”番茄蓬勃生长。

在基地里，每一粒番
茄良种，从选育、培育到推
广，需要经过漫长的旅程，
背后的支撑则是完善的种
业产业链条。近年来，海
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集
团）正加快打造“育繁推
服”一体化种业链条，让
“好吃”番茄不断上新。

■
海
南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邓
钰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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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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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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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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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海南农垦在南繁基地培育的
各色番茄。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李小岗 摄

工人在番茄育种基地进行修
剪作业。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李小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