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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5月23日讯 5月23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和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

思政课建设、促进旅游消费和基层党建等

工作。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

精神和新时代学校思政课建设推进会精

神，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同步推进，把思政课建设作为党领导教育

工作的重中之重，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

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精心设计教学内

容，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不断提高学校思

政课质量，以“大思政课”拓展全面育人新

格局。

会议要求，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作出的重要指

示和全国旅游发展大会精神上来，增强

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责任感紧迫

感，丰富优质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打

好琼崖红色文化、东坡文化、黎苗文

化、海洋文化等“文化牌”，提升旅游推

介实效，加快恢复国际航班，用好59国

人员入境免签政策，建立健全旅游服务

好评激励和差评处理督导机制，吸引更

多国际游客来琼旅游消费，打造世界级

旅游度假目的地。

会议传达学习政法领导干部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研讨班精神，

要求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重

点、压实责任，抓好打击离岛免税“套代

购”走私、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完善风险

等级动态调整、信息共享和协同处置、风

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等制度机制，打好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主动仗。要扎实开展党

纪学习教育，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打造海

南政法铁军。

会议听取全国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

务推进会情况汇报，要求实化细化工作措

施，打造具有海南自由贸易港特色的基层

党建品牌。要着眼为基层减负赋能，推动

基层治理资源与力量下沉。各级党组织

书记要带头研究破解基层各领域党建难

题，把党建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

会议还研究了高质量建设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等事

项。 （沈伟）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思政课建设、促进旅游消费和基层党建等工作

南国都市报5月 23日讯（记者 陈
婧）5月23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联合海

南省科学技术厅、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南省国有

资产管理委员会、海南省商务厅召开新闻

发布会，介绍《关于支持企业建立研发机

构促进企业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若干措

施》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据介绍，为深入贯彻《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海南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实施方案》精神和落实“一本三基四梁八

柱”战略部署，针对我省企业建设高水平的

国家级和省级研发机构较少、企业研发水

平不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政府政策引

导较弱等问题，需要综合运用财税政策，大

力支持企业牵头和参与建设高水平的企业

研究中心，提升企业设立研究机构比例，强

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提高企业全社会研发投入，促进企业

高质量发展，制定《关于支持企业设立研发

机构促进企业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若干措

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若干措施》围绕引导企业建设高水

平研究机构，提出了综合性政策措施。力

争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院士工作站、工程研

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

工业设计中心等90家，共性技术创新平

台实现对我省重点产业全覆盖，规上工业

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和具有研发活动比率

达75%左右，规上工业企业全社会研发

投入达60亿元，3年内努力实现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占比增长50%，

企业全社会研发投入占比达50%的“双

50%”发展目标。

《若干措施》按科技创新链条分类支

持企业建设研究机构，从基础研究、技术

创新、共性技术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等科

技创新链条方面，提出了支持企业建设研

究机构财政政策支持。结合海南自贸港

创新主体特点，提出了大力引进境外企

业、引导国有企业建设研究机构的专项措

施，力争3年内国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

发机构100％全覆盖，国有企业全社会研

发投入达10亿元，健全境外企业开放创

新政策措施。在科研项目、社会资本投入

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支持措施，结合2026

年企业全社会研发投入占比达50%目标

要求，提出省级重点研发专项支持企业项

目的资金占比达50％，强化政府投资基

金、上市融资、科技金融对企业设立研究

机构的支持。

海南发布《关于支持企业建立研发机构促进企业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若干措施》

提升企业设立研究机构比例

南国都市报5月23日讯（记者孙春
丽）在海口美兰区塔市海水功能农业育种

基地里，生长着一种奇异的蔬菜，名叫海

虫草，它们是用洁净的海水浇灌生长的。

近年来，该基地通过国有产业平台、集体

经济合作社等多元力量合作的形式，因地

制宜发展渔村特色产业，发力现代渔业项

目，多途径探索渔民就地转产转业，促进

渔业转型升级，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5月22日，记者走进海口塔市海虫草

海水功能农业育种基地，农户们正忙着给

海虫草进行灌溉养护，为今年6月底成熟

采摘打下基础。育种基地利用渔村废弃

近海养殖池塘和滨海涝洼撂荒滩涂盐碱

地，种植全海水灌溉作物海虫草，育种面

积100亩，种植面积约300亩。海虫草的

幼苗或成苗的嫩尖是一道营养保健蔬菜，

营养价值较高。

海口市休闲渔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于2022年11月18日在这里播下第一颗

海虫草种子，当年实际育种50亩，2023

年9月实现种子收成约3000斤，仅种植

收入就达到1200万元。

经过两年的开发，正在稳步推进建设

海虫草育种和盐碱地综合利用实验室，海

虫草海水功能蔬菜加工厂和海虫草萃取

GMP工厂。

基地负责人罗展介绍，预计2024年

可以实现育种和种植收入约3000万元。

二期蔬菜加工厂和萃取GMP工厂项目

建成后，可增加就业劳动力约200人，下

一步，公司将继续推动海虫草三期种植演

东基地670亩的台田治理。

“经测算，种植面积达1000亩时，仅

海虫草蔬菜和提取物销售收入将超过1

亿元。”罗展说。

“之前家里靠捕鱼为生，现在我们就

地转产，实现‘家门口’就业，不仅工作方

便还很稳定。”塔市村村民王大姐说，她在

基地工作一天有200元的收入，还能学习

到先进的种植技术。

村民陈勇告诉记者，自从家里的鱼塘

退养之后，务工成了他家的主要收入来

源。由于孩子还小，他和妻子经常面临外

出务工和陪伴孩子成长的艰难选择。

“在这里工作，我们不仅有不错的收

入和社保福利，还能照顾到家里的老人和

孩子。”陈勇说。

“海虫草海水功能农业育种基地（一

期）种植面积约170亩，解决了塔市村20

多位村民的就业问题。之后除了盐碱地

台田种植管理岗位，还会有产品加工岗位

及旅游服务业岗位，预计将吸纳300名退

养渔民及其子女就业，促进渔民就地转产

就业。”罗展介绍，基地采用村民承包制，

每位村民经过技术培训上岗后成为产业

工人，每人每年可以种植海虫草5亩，每

人每年仅劳务收入即可达到5万元，有效

增加村民的收入，激发村民种植积极性。

“海虫草已确认未来三年的订单，由

国有控股平台公司提供种子、种植技术和

有机肥农药，村集体合作社负责协调统筹

渔村剩余劳动力，农户承包一定数量的土

地种植负责大田日常管理。”海口市休闲

渔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那钦表

示，下一步，将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联农带农方式，向有意向种植海虫草的

村民提供种子及技术，鼓励村民利用自家

闲置盐碱地种植，再向种植户回购海虫

草，促进渔民转产转业增收。

变废为宝盐碱地种出保健菜海虫草
海口美兰区海水功能农业育种基地助力渔民转产转业

盐碱地里种出的海虫草。记者王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