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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委员王聪建议：
听见听见
两会两会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及相关配

套政策相继落地，来料加工业被寄予厚

望。”海南省政协委员、海南国健高科技

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伍苏国围绕海南来

料加工产业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建议。

伍苏国表示，“加工增值30%免关

税”是“含金量”很高的政策。该政策

自2021年7月在洋浦保税港区率先落地

实施以来，先后扩展至海口综合保税

区、海口江东新区等，惠及粮油、肉

类、水产、医疗器械、钻石珠宝、高性

能新材料等生产制造企业，也让国内外

相关企业看到了海南发展来料加工产业

的广阔前景。

伍苏国认为，借力自贸港加工增值

政策的虹吸效应，海南初步形成了具有

竞争力的政策和制度体系，一批具备自

贸港特色的产业也在加快发展。相比单

纯的跨境贸易，构建“纵+横”交织的加

工贸易体系更有利于形成海南特色工业

即“工业＋免税”的核心竞争力，所谓

“纵”是借势加工增值政策带来的工业体

系追溯产业链上下游，“横”则是指加工

增值政策实用性高的产业门类及免税内

销领域。通过该加工贸易体系积极适配

省内引进加工增值政策的相关项目，将

有利于海南自贸港建设，推动形成加工

增值产业集群。

伍苏国建议，海南应给予企业更多

信心，让企业愿意在来料加工产业上进

行投入；同时，应探索扶持加工贸易产

业园区建设，形成产业生态圈，有效提

升供给侧效率。此外，海南还可发挥加

工增值政策优势，孵化“加工贸易+跨境

贸易”的“前店后厂”的新“长尾”模

式。伍苏国认为，海南跨境贸易结合加

工增值政策，在保税监管区内执行“前

店后厂”新模式，即来料加工产品出厂

后不出园区就能迅速转为跨境贸易平台

销售。 （南国都市报记者王子遥）

截至2023年，海南省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

划已实施了八年，也为海南的各乡村小学输送了

不少优秀教师，进一步促进了海南基础教育的发

展，不过目前还存在省内各市县的生源质量差距

较大、项目培养的学科教师不能满足海南基础教

育亟需学科教师等情况，为此，参加海南省政协

八届二次会议的省政协委员王聪建议，通过将海

南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政策从“县来乡去”调

整为“省来省去”，同时对海南基础教育各学科

教师需求进行调研，科学设置海南乡村教师支持

计划项目的招生名额，从而适应海南省基础教育

发展需要。

自2016年起海南省乡村教师“县来乡去”定

向培养计划开始实施，自2016年至2020年，在

省属师范院校每年定向培养约200名乡村小学教

师。2021年，海南省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再延

长5年。为选拔优秀生源进入公培生项目，实现海

南各市县基础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王聪建议将海

南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政策从“县来乡去”调

整为“省来省去”。在录取时，按照教育厅统筹的

名额，在省内按照分数从高到低录取，录取后暂

不确定学生定向地区，到入学第三年时组织学生

申报省内定向工作地区，如项目内学生数量不

足，可在全校遴选大类学生进入公培生项目。随

着海南各市县乡村学校对小学语文、数学和英语教

师的需求减少，王聪建议将公培生名额调整给小学

科学、道德与法治、劳动、信息技术等学科方向的

学生。为培养亟需小学学科教师，省教育厅应支持

海南师范大学增设小学科学、道德与法治专业、劳

动教育等本科专业申报。（南国都市报记者王燕珍）

调整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适应基础教育发展需要

省政协委员伍苏国建议：

推动“来料加工”产业发展
扶持加工贸易产业园区建设

以产业园区为抓手
打造主导产业企业集聚园区

“当下海南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四大主导产业占全省GDP的比重已经

达到了70%，是海南自贸港的基础基石，

建议主导产业协同发展，重点推动园区系

统化、多元化发展。”海南省政协委员、海

南佳翔集团董事长邢孔梅关注主导产业

协同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邢孔梅谈道，当下海南主导产业发展

面临不小的挑战，海南经济总量相对较

小，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缺乏专业化、国

际化人才。同时，现有产业结构较为薄

弱，需要进一步优化升级。

实现主导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邢孔梅

建议以产业园区为抓手，打造主导产业企

业集聚园区。政府在招商时应该优先考

虑已入驻园区企业的需求，提供多元化服

务。例如，旅游业与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企

业可以进行农旅融合，现代服务业企业可

以提供服务体验，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可以

提供技术赋能。

“在园区的发展模式上，建议围绕自

贸港建设推动产业园区模式转变。”邢孔

梅说，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园区注重系统

化、多元化、融合化、特色化、智慧化。因

此，需要加强政策支持、完善法律法规、优

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工作，推动产业园区

向更高水平发展。人才是推动经济发展

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此方面需要通过政

策引导、优质教育资源引进等方式吸引更

多的人才来海南发展。同时，也要加强本

地人才培养力度，提高本地人才素质和竞

争力。 （南国都市报记者易帆）

省政协委员邢孔梅建议：

如何推进海南水产品加工流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省政

协委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员南海水产研究所副所长马振华

建议，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传统水产品加工与流通产业升级。

马振华建议，提升水产品加工产业在渔业经济总产值

的占比。加大水产品加工与流通业冷藏保鲜能力、技术研

发、装备创制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大对水产品加工企业

关键技术、环节与装备的升级改造，支持水产新食品研

制、保鲜贮藏与品质调控技术、冷链物流技术和智能化加

工机械的研发，开发符合目前国内消费升级现状的高品质

水产加工品，促进渔业一二三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

针对当下传统水产品加工产业精深加工技术水平不

足、综合利用率较低等问题，马振华建议重点开展传统水

产品品质提升加工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应用、新型预制

水产食品开发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方面的研究与成果转

化，实现传统水产品加工业向产品营养健康化、方便化、

多样化等方向转变。同时，他还建议要重视生物加工与绿

色加工技术在传统水产品加工中的应用，推动传统水产品

加工产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马振华建议加强适应国内市

场消费需求的产品开发与加工技术研发，重视鱼、虾、

贝、藻类预制菜肴食品创制研究；加大水产品加工与流通

领域的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方面的支持力度。

（南国都市报记者易帆）

加大科技投入
促进水产品产业升级

省政协委员马振华建议：

海南是我国胡椒的主产区，产量占全国的95%以上。

胡椒是海南热带特色农产品，关乎农民收益、乡村振兴。

近年来海南不断推进胡椒全产业链建设，胡椒品牌有所提

升。海南省政协委员、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设计

研究所副所长谢辉建议，加快推进胡椒加工业发展，延伸

产业链条。谢辉建议做强胡椒加工，延伸产业链条，他建

议在大坡镇、三门坡镇等优势产地扶持企业建立产地加工

基地，新建或改造白胡椒梯次加工生产线，实现胡椒高效

率、高品质、均一性加工。在加工技术方面，充分挖掘胡

椒价值，开发高端产品。同时，海南可利用自贸港政策发

展外向型胡椒精深加工，吸引国内外胡椒加工企业落地琼

山区，将琼山区打造成为背靠大陆市场，链接东南亚胡椒

主产区的加工贸易集散地。 （南国都市报记者易帆）

扶持企业建产地加工基地
加快推进胡椒加工业发展

省政协委员谢辉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