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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会客厅

南国都市报1月14日讯（记者杜倬荷）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

关键一年。这一年来，海南省新增基础教育

公办学位4.7万个、教育集团47个，新建、改

扩建公办幼儿园30个……这一组组数据，

是海南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来取得

的丰硕成果。

1月14日，列席海南省七届人大四次会

议的海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海南省教育

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湖做客《两会会客厅》

栏目，聚焦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加速建设国

际教育创新岛等方面，回应民生关切。

2025年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将着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提升教育科技

人才融合度。2025年，海南将新增基础教

育公办学位4万个、普通高中学位5000个，

可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对在家门口“上好学”

的期待。

为了给更多学子的未来提供更多发展

空间，使其在求学路上走得更稳，更顺，近年

来，省教育厅始终不断通过各式方法努力增

加高中学位，满足群众需求。

“以今年新增这5000个普通高中学位

为例，我们将通过采取挖潜扩容、调整扩容、

新建扩容等多种形式，全力推进学位建设，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优质的基础教

育。”李湖说。

过去一年，海南以国际教育创新岛建

设为抓手，持续推进教育对外开放，不断

优化同海南自贸港建设相适应的教育治

理架构、学科专业体系和人才培养供给，

探索开辟中国教育开放的“海南路径”，国

际教育创新岛建设蓬勃发展的画卷正徐

徐展开。

未来，海南将围绕哪些方面加速建设国

际教育创新岛？

李湖介绍，国际教育创新岛是教育系统

在推动自贸港建设过程当中的一项重要使

命。近年来，海南扎实推进陵水黎安国际教

育创新试验区工作，目前海南陵水黎安国际

教育创新试验区已累计签约引进国内外知

名高校22所，师生规模接近5000人，2025

年园区师生规模将达到1万人。

“积极打造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是我

们教育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有利于更好地满

足包括海南学子在内的学生接受境外高水

平大学教育的需求。”李湖表示，下一步，省

教育厅将通过加快推进境外高水平高校来

琼独立办学或合作办学，加快落地引进境外

优质教育资源等方式助推国际教育创新岛

建设。

海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湖：

海南今年将新增5000个普通高中学位

南国都市报1月14日讯（记者张野）1
月14日，海南省海洋厅党组书记、厅长李东

屿在两会期间做客《两会会客厅》栏目时表

示，海南正全力推进“海上海南”的建设目

标，在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打造“深海

智造”特色产业集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2024年作为“十年再造‘海上海南’”的第一

年，海南的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0.4%，

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李东屿指出，海南的海洋产业结构持续

优化，海洋二产短板得到改善，带动上下游

相关产业的能力增强。15类海洋产业中，

海洋交通运输业、渔业与化工业成为增长的

主要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比重不足3%的海洋新

兴产业亮点纷呈，海洋新兴产业如深海油气、

海洋工程建筑业等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增长最快的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依靠海上

风电项目以及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深海）等

两个国债项目，其增加值从2023年的近乎为

零到2024年的12亿元，增速达12倍，为海

洋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李东屿说。

如何向海洋要生产力？李东屿表示，

2024年8月省委、省政府印发《高质量发展

海洋经济推进建设海洋强省三年行动方案

（2024-2026年）》提出的构建“5+4+2”现

代海洋产业体系就是海南向海洋要生产力

的具体举措。“这其中，深海油气、海上风电

与海工装备是我们向海洋要生产力的主导

产业。”李东屿说。

要什么样的生产力？李东屿介绍，向海

洋要的是以深海高端装备为主的新质生产

力，要的是能够带来新增长点、大幅提升全

要素生产率、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

质生产力。

“深海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具有技术含量

高、附加值高、绿色低碳等特点，链条带动和

集群协同效应明显，具有带动“5+4+2”全谱

系现代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特质。”李东屿

透露，今年，海南将重点加大深海油气增储

上产和陆架海底矿物勘探开发力度，探索建

设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采试验区和海底矿

物商业化开采试验区，延伸海上风电制氢制

醇制氨产业链，推动波浪能等海洋新能源研

究和示范应用。同时，聚焦深海全空间智能

无人体系应用和标准建设求新增长点，通过

开展揭榜挂帅、赛马测评，攻克“卡脖子”技

术难题，推动深海油气、深海采矿、海上风

电、海洋牧场、深海智造等各类场景应用产

业发展，为海洋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注入新动能。

海南省海洋厅党组书记、厅长李东屿：

打造“深海智造”产业集群 海南加速迈向海洋强省

南国都市报1月14日讯（见习记者路
静）2025年，琼中在推动森林康养旅游产

业发展方面有哪些新规划？中线高速互通

布局更加优化的背景下，琼中将如何借路

起势，推动全域旅游融合发展？1月 14

日，省人大代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

副书记、县长郑达峰做客《两会会客厅》

栏目，就上述问题给出了答案。

郑达峰表示，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广泛

分布在琼中境内，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

86.17%，琼中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

国家级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

2025年，琼中将充分发挥热带雨林、

黎苗文化、黎苗医药等优势，积极探索

“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新模式。一是聚焦

打造“森林康养+医药食疗”产业，持续

优化康养服务环境，加快推动百花岭热带

雨林气候康养基地创建工作，谋划举办黎

苗医药推广活动，提升黎苗医药体验区品

质，做到医养结合。同时，利用琼中本地

五指毛桃、铁皮石斛、灵芝、蜂蜜等有机

特色农产品，积极开发生态健康食品，推

动健康养生食品产业链的综合发展。二是

聚焦打造“森林康养+黎苗文化”产业，

开发黎苗文化科普研学线路，在景区内增

设黎苗文化展示馆和非遗工坊，深化黎苗

文化沉浸式体验，推动山兰稻作文化、苗

族三色饭制作技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

艺等黎苗非遗文化出彩出圈。三是聚焦打

造“森林康养+休闲农业”产业，依托油

茶、沉香、南药等产业种植基础及琼中绿

橙、新伟茶叶、母山咖啡等农产品知名品

牌效应，打造一批特色森林绿色食品和药

材特色产业基地。

2024年底，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

公路正式通车，琼中段103公里，占总里

程的22%。与此同时，海南G9811高速琼

中互通立交改造工程正式通车，为琼中的

全域旅游融合发展带来了极大利好。

郑达峰表示，琼中将借路起势，更加

主动地融入“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

大格局，以路为媒，大力推进雨林公路入

口社区和旅游驿站建设，加快完善旅游配

套设施，因地制宜导入产业项目，持续推

进沿线和美乡村打造，强化全域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

“我相信，在‘森林康养+’产业发展

新模式的推动下，在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旅游公路和环岛旅游公路‘两环’驱动

下，琼中全域旅游融合发展将会实现质的

飞跃。”郑达峰说。

省人大代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郑达峰：

积极探索“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新模式

郑达峰。记者李昊摄

李湖。记者李昊摄

李东屿。记者李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