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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4月8日讯（记者党朝
峰通讯员吴亮）4月8日上午，国家老

年大学海南分部揭牌仪式暨2024年春

季老年教育班开学典礼在海口市龙华

区海南开放大学龙华校区举行。

据介绍，海南开放大学龙华校区

的升级改造已经完成，根据老年教育

的特点，深入了解老年朋友学习的新

需要，共开设了中医保健、八段锦、

短视频制作、舞蹈、声乐等 11类课

程，分层次分专业组织开展教育教

学，为老年朋友们搭建了“坐得住、

听得懂、学得乐”的学习平台。目

前，老年大学仍在招生阶段，招生对

象面向身体健康，行动自如，能坚持

正常学习，愿意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且年龄不超过65周岁的中老年人。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

老年大学海南分部挂牌是我省老年教

育事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标志着我省在推动老年教育普及

化、均等化、特色化方面迈出了坚实

的步伐。希望海南开放大学以此次揭

牌为契机，结合我省社区教育现有的

优势，构建好老年教育办学体系，通

过打造线下“家门口”的老年大学和

线上“无围墙”的老年大学，强化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专业课程资源建

设，充分利用国家老年大学的公共服

务平台以及海南省全民终身学习网，

创新老年教育发展模式，将体系资源

和社会需求有效衔接，推动办学服务

向城乡社区延伸，全面推动我省老年

教育高质量发展。

学员上舞蹈课学员上舞蹈课。（。（海南开放大学供图海南开放大学供图））

国家老年大学海南分部揭牌
设有中医保健、八段锦、短视频制作、舞蹈、声乐等11类课程

南国都市报4月8日讯（记者张野
文/图）“春分”节气刚过，万宁市南桥镇

桥北村斑兰叶种植示范基地绿意盎然，

田间地头弥漫着斑兰特有的糯香味。

当前，万宁全市种植斑兰叶总面积

约7000亩，南桥镇桥北村斑兰叶种植

面积共2200亩，是万宁市种植斑兰叶

面积最大的村庄，全村一共445户人家，

有368户在种植斑兰叶。仅靠斑兰叶，

桥北村就已带动村民就近就业400余人

次，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约10万元。斑

兰叶已经成为帮助村集体和农户增收

致富的经济新增长点、成为促进农业转

型升级的强有力助推器。

万宁市乡村振兴局四级主任科员

陈德然说:“我们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助推斑兰产业

从种植端向加工端、销售端迈进。”

在距离桥北村40公里的槟榔城产

业园，万宁市斑兰叶精深加工厂项目进

入收尾阶段，预计4月中下旬正式投产

运营。“我们一期厂房每年按320天生产

时间计算，可处理3360吨原材料，可制

成480吨斑兰冻干粉。”该项目相关工作

负责人关天慧介绍道。

目前，万宁共有 3 个斑兰加工项

目。另外2个项目位于礼纪镇、南桥镇。

“我们正在筹建万宁市斑兰叶产业

协会，下一步也将持续加强与相关产业

协会及企业的合作和协同发展，通过建

设乡村美食车间、中央厨房等方式，积

极拓展斑兰产品销售渠道，不断提高产

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推进斑兰产业

高质量发展。”陈德然表示。

南国都市报4月8日讯（记者张宏
波）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海滨村，

有一条海产品一条街，每天都吸引了许

多游客前来购买海鲜，成为当地一处网

红集市。络绎不绝的游客不仅带来了人

气，也为海滨村创建新时代美丽渔村注

入了新活力。未来，海滨村计划以渔港

生产作业和海上休闲渔业作为经济发展

的重要方向，进一步完善游客餐饮接待

业务，不断丰富产业链。

海滨村位于乐东最南部，全村433

户1372口人。村内有一个从天然小渔

港发展而成的海南一级渔港，而在渔港

码头对面，就是海产品一条街。这里出

售的海鲜基本都是当地渔民出海捕捉的

螃蟹、鱼、虾等，附带冷却包装服务。

这里的海鲜供不应求，有些海产品甚至

要提前好几天预定。

“坐在海鲜店外，吹着海风，听着

海浪拍打声，吃着新鲜的海鲜，实在太

惬意了。”来自重庆的游客李先生说。

据统计，如今，每日到海滨村的外来人

流量有800余人，元旦春节等节假日甚

至可以达到2000余人；定期收购海鲜

的商家有20余家，渔港码头每天海鲜

的销售量有2000多斤。

海产品一条街为海滨村带来了人

气，也带来了商机。“近两年，已经有

不少企业来到海滨村商谈交流有关海鲜

冷链运输和加工、海洋娱乐、海钓等项

目建设。我们希望能够抓住商机，引进

外来企业合作发展旅游产业项目，推动

海滨村向集体休闲渔业和捕捞、加工、

销售一体化发展，不断稳定渔民收入，

有效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

兴。”海滨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

永进说道。

接下来，海滨村将逐步完善环港码

头游客餐饮接待业务，为游客提供丰富

的海鲜美食和舒适的用餐环境。同时，

大力发展海岸沙滩旅游观光、海岸礁石

旅游观光及海钓赛事、民宿康养旅游接

待等新业态。在紧抓发展海鲜产业主线

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丰富产业链，进

军多元化旅游产业。

东方完成首例
再生水水权集中交易

南国都市报4月8日讯（记者
李绍远）近日，东方市水环境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举行东方市再生水

水权交易集中签约仪式，分别与三

家中水回用企业现场签约。这也

是东方首例再生水水权集中交易。

什么是水权交易？是指在合

理界定和分配水资源使用权的基

础上，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水资源

使用权，在地区间、流域间、行

业间，以及用水户间流转的行为。

此外，中水回用是指将小区

居民生活废 （污）水 （沐浴、盥

洗、洗衣、厨房、厕所）集中处

理后，达到一定的标准回用于小

区的绿化浇灌、车辆冲洗、道路

冲洗、家庭坐便器冲洗等，从而

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当天集中签约的中水回用企

业共3家分别为中海油东方石化有

限责任公司、深能环保发展 （东

方）有限公司、海南东方悦达科

技有限公司，签约年再生水交易

量约为211.7万立方米，占东方市

污水处理厂全年处理量17.6%。

据了解，为做好东方节约用

水工作，东方投资建设完成东方

市八所镇污水再生水设施及配套

管网工程，利用东方市污水处理

厂处理达标的尾水，用于东方临

港产业园区企业及市政杂用，进

一步推进城镇污水资源化利用，

促进城镇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当前，东方通过推进再生水交

易，深化水权制度改革，实现再生

水交易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转

变，为全省再生水市场化交易、水

资源循环利用贡献东方力量。

下一步，东方将按要求完成

相关交易手续，做好再生水供水

服务。同时加大宣传引导，探索

非常规水源用水补贴制度，进一

步开拓再生水用水市场。

谋划打造斑兰全产业链
万宁从种植端向加工端发力

乐东小渔村建起“海产品一条街”

招来游客引来商机

万宁桥北村的种植户正在收割斑兰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