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国都市报9月 18日讯（记者 易
帆）9月17日，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

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摩羯”台风

灾后农业生产互助的紧急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灾

后农业生产互助行动。

《通知》指出，“摩羯”台风对我省

农业产业造成了极大破坏，当前农业恢

复生产任务重、时间紧、人手少。经省

政府同意，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灾后

农业生产互助行动。尽快帮扶受灾严重

的六个市县恢复农业生产，具体为五指

山市对口帮扶海口市龙华区，保亭县对

口帮扶海口市秀英区，东方市和屯昌县

对口帮扶海口市美兰区，乐东县和白沙

县对口帮扶海口市琼山区；三亚市对口

帮扶文昌市；陵水县对口帮扶澄迈县；

昌江县对口帮扶儋州市等。

《通知》要求，对死亡的动物实行无

害化处理“动态清零”；1周内对倒伏

可恢复的胡椒、槟榔等作物扶正；15

天内对符合耕种条件的常年蔬菜基地

复种率达到80%以上；1个月内对养殖

环境按规范实施多次消杀，对受灾未

收割的水稻实行2次统防统治和1次以

上叶面施肥，对受灾的橡胶园完成场

地清理，对折断损毁的香蕉园完成清

场和培育出新芽，完成易感动物紧急

免疫接种，对损毁的圈舍及设施完成修

复80%以上，重点监测户至少安排1人

就业。

此外，《通知》提到，帮扶中将以

政府组织为主，社会参与为辅；生产自

救为主，对口帮扶为辅；紧急任务为

主，长远发展为辅；产业发展为主，生

活帮扶为辅。

我省紧急通知：

全省开展灾后农业生产互助

南国都市报9月18日讯（记者丁文
文）9月18日，记者从海口市旅文局获

悉，中秋小长假结束，海口旅文市场交出

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中秋假期，海口以

独有的风情与热情，为42.67万人次游客

打造了一场难以忘怀的旅行记忆，较

2019年同期实现了显著增长；游客总花

费达7.48亿元，彰显了海口作为国内外

热门旅游目的地的魅力与活力。

超强台风“摩羯”过后，海口全力以

“复”投入灾后恢复工作，景区（点）、酒

店宾馆、商超、餐饮店、夜市等加快复工

复产，椰城烟火气回归，大街小巷弥漫

着节日的气息。

值得提及的是，中秋假期首日（9月

15日晚），坎耶·维斯特世界巡回试听

会-海口站在五源河体育场激情上演，

近4万名歌迷的热情参与，不仅点燃了

现场的气氛，更为海口带来了3.73亿元

的旅游收入新高峰。这场音乐盛宴展

现了国际音乐的魅力，将海口的国际知

名度推向了新的高度，让世界见证了海

口作为国际化旅游城市的非凡实力。

为此，海口还精心策划了全城“宠

粉”计划，酒店、景区、旅游商品、餐饮、

免税、商业零售等各行业联动，推出百

余项专属优惠服务，覆盖了游客“吃住

行游购娱”的全方位需求。这一举措不

仅丰富了歌迷的旅行体验，也进一步拉

动了海口旅游市场的消费热潮。

与此同时，今年中秋假期，海口还

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举办了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让游客在享

受现代娱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秋佳

节的传统韵味。

中秋游园会上，琼台福地、云洞图

书馆等地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拜月晚会、月饼手工、复古游园等活动

让人们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文化的

魅力。海口骑楼老街的“非遗屋檐明月

游”更是别具一格，游客在品味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同时，仿佛穿越回古代，体

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

此外，海瑞文化公园的传统鱼灯制

作、国潮民乐演出等活动不仅展示了海

口丰富的文化遗产，更通过现代化的表

现形式，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与

活力。

“侃爷”歌迷在海口骑楼老街游玩。
（本组图片由海口市旅文局提供）

42.67万人次 7.48亿元

海口中秋假期旅游成绩单来了

2024海口中秋游园会活动现场。

徐闻港恢复
散客过海业务

南国都市报9月18日讯（记者王
小畅）记者从徐闻港获悉，该港已于

18日12时恢复散客过海业务，有需要

过海的旅客可通过“徐闻港”、“琼州

海峡轮渡管家”公众号预约购票，合

理安排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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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9月18日讯（记者 谭
琦）9月15日10时46分，中秋假期第一

天，海口市龙华区政务服务中心，一张

崭新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刚刚出炉，

窗口工作人员赵小玲将其迅速邮出。

证件的“主人”，是海口市龙华区的

一家美甲店。“本想趁着中秋假期前把

证办了，没想到14日下午紧赶慢赶，到

政务服务中心时刚好赶上下班时间。”

该美甲店负责人童女士说，本以为自己

会白跑一趟，却得到了工作人员“您可

以先提交材料，明天我们会把证件给您

邮寄到家”的回复。

早一天把手续办齐，店铺就能早一

天开门营业。

正是为了让企业群众复工复产的

脚步再快一点，我省各市县各级政务服

务大厅迅速开通线下窗口办事应急服

务通道，对全省通办、跨区域通办、全市

（县）通办的事项采取异地收件等方式，

确保政务服务“不断档”。中秋节假期

期间，海南各市县多个政务服务中心还

推出“不打烊”服务。除了线下服务“不

打烊”，企业群众也可通过线上方式申

请办理相关业务。

“我们开辟灾后重建审批项目‘绿

色通道’，要求各级政务服务机构积极

发挥协调服务职能，确保特事特办、急

事急办、快审快结。”省营商环境建设厅

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企业上门不便等

情况，各级政务服务机构可提供全流程

帮办代办服务。

除了政务服务中心，“不打烊”的还

有12345热线。“我们着急复工，但是一

直没能通电。”接到海南文昌优宝饲料

有限公司、锦山歌颂康宝养殖场的紧急

致电后，海南12345热线文昌分平台迅

速响应。经协调，市供电部门派遣发电

车直接前往企业所在地，有效缓解后者

“用电难”问题。

除了“用电难”，台风过后，项目、企

业在复工复产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还有不少，如通水通信、用工需求、原材

料供应、物流运输、政策咨询等。

9月13日至9月30日，海南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

联合开设海南12345热线“项目、企业

复工复产服务专席”，实行24小时不间

断服务。13日13时至15日17时，省政

府综合服务热线12345已累计收到相

关诉求工单157件，办结54件。

蔬菜基地里
播种除草忙

南国都市报9月18日讯（记者易
帆）9月18日上午，在海口市美兰区群

山常年蔬菜基地内，菜农黄长可正在菜

地里拔除杂草。“这一批苗是10号种下

去的，已经长这么高了。”黄长可说，在

旁边的一垄菜地上，还有一片刚冒出头

的绿油油的嫩芽。

黄长可说，超强台风后，基地的大

棚框架有些被吹倒，连日来，菜农一边

抢抓生产，一边加快修复损坏的蔬菜大

棚。台风一过境，趁着天气晴好，菜农

们抓紧清理地表杂物，深翻暴晒土壤，

及时播种育苗。

由于超强台风的破坏，菜地还未及

时供电，为了及时恢复生产自救，有的

菜农主动采购了发电机，抽水灌溉菜

苗。“这一批菜心和小白菜还有20天

左右就可以上市了。”菜农梁法高说。

记者从海南省冬季瓜菜产业技术

体系了解到，因超强台风的破坏，海南

多地的常年蔬菜种植大棚都遭到不同

程度的损坏，建议农户先自发组织自

救，把破损防虫网或薄膜收起或清

理。同时做好灾后土壤处理，田间损

坏叶菜已经没有商品价值建议绿肥回

田，并做好土壤消毒；清理排水沟，及时

排水，避免长时间积水。

菜农黄长可在菜地拔草。记者易帆摄

下午下班时交材料第二天证件就办好
政务服务中心中秋假期线下服务“不打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