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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3月25日讯（记者程小
丹 特约记者 陈创淼 通讯员 蔡翔任）3

月25日上午，海南省低空经济示范公

园暨海南通用无人机培训基地在海口市

秀英区揭牌。未来该基地将围绕低空经

济，开展亲子研学、休闲娱乐，并建设

跑道、停机坪、机库等，开展包括无人

机、直升机在内的多类低空飞行培训。

九航树童无人机培训基地总经理梁

慧莹介绍，基地自2024年9月启动筹

建，目前已可以承接农业领域无人机应

用培训、CAAC（中国民用航空局）考

证培训、无人机培训考证、团建活动、

俱乐部活动以及研学活动等。

农业领域将重点开展无人机植保技

术培训，助力农业现代化；CAAC无人

机驾驶员考证服务可为行业输送专业人

才；此外，基地还开辟了无人机足球、

穿越竞速等青少年研学项目，以及航拍

团建、亲子飞行体验、主题生日活动等

特色场景。

“基地未来将深化校企合作，定向

培养无人机技术人才，并优先聘用本地

居民，我们期待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人才

选拔与培养，共同推进低空经济与乡村

发展的深度融合。”梁慧莹说。

海南省通用航空协会会长欧曼琛表

示，该公园未来还将常态化举办航空科

普活动、中小学生飞行培训及低空科技

展览，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无人机应用魅

力，为祖国未来培养低空经济人才，共

同推进低空经济的高速发展。

无人机展示。记者程小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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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开展无人机等多类低空飞行培训
南国都市报3月25日讯（记者 易

帆）近日，熊猫指南2025年度中国优质

农产品榜单在北京发布，为大众带来涵

盖9大品类、300种优质农产品的好吃

指南。熊猫指南2025年榜单分为一星

榜单、二星榜单、三星榜单和新增的

YAMI榜单，其中，海南多个优质农产

品入选该份榜单。

在公布的二星榜单中，由三亚君福

来实业有限公司种植的福返芒果、海南

泰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的鳯大侠金

钻凤梨（金钻17号）、海南江尧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种植的凤梨释迦等水果入

选。一星榜单中，由海南盛大现代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种植的手指柠檬、海南洪

安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种植的马来西

亚水晶柚、海南陆侨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种植的陆侨无核荔枝等水果入选。

YAMI榜单中，乐东都知果蜜瓜、潭牛

140天文昌鸡等产品入选。

南国都市报3月25日讯（记者沙晓峰）近
期，三亚市旅文局完成了新一批三亚海鲜餐饮

星级商家补贴发放工作，通过真金白银的奖励，

激励更多海鲜餐饮企业诚信经营、规范管理，助

力海南自贸港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三亚市旅文局会同相关部门对2023年度复

核的星级海鲜餐厅进行了严格审核，此次总计

发放奖励补贴211万元。该补贴涉及18家星级

海鲜餐厅，其中首次申请五星级海鲜餐厅补贴

的有7家、四星级的5家、三星级的2家，二次申请

五星级海鲜餐厅补贴的有3家，四星级的1家。

相关星级商家代表表示，奖励补贴政策犹

如一场“及时雨”，为企业在服务质量提升、硬件

设施升级等方面提供了关键的资金支持。同

时，也激励着整个行业积极对标国家标准，提升

综合竞争力。据悉，2025年春节期间，三亚海鲜

餐饮行业通过召开诚信经营动员会，积极践行

“甩干海水卖海鲜”的承诺，取得了显著成效，游

客投诉率同比下降30%，消费满意度得到显著

提升。

南国都市报3月25日讯（记者利声富）25日，记者从三亚市

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三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已开始申报。拥有

水旱田承包权且该水旱田种植农作物的农民（含承包户）、农场职

工、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水稻、大豆、番薯、花生实际种植大户

均可申报。单个大户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补贴对象为拥有水旱田承包权且该水旱田种植了农作物（粮

食作物、木本外油料作物、饲料作物和瓜菜）的农民（含承包户）、

农场（国有、集体农场）职工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水稻、大

豆、番薯、花生实际种植大户。对已流转的耕地由流转双方自主

协商，按流转合同约定确定补贴对象。制种、育种单位不纳入补

贴范围。具体农作物种类由各区（育才生态区）结合实际，在粮

食作物、番薯、大豆、木本外油料作物、饲料作物和瓜菜等范围

内确定，优先选择粮食作物。

补贴标准由各区（育才生态区）自行确定。中央补贴资金补

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水旱田承包权的农民和农场职工。省级资金

重点用于水稻、番薯、大豆、花生实际种植大户（50亩及以上）

一次性补贴，每亩补贴最高不超过200元，单个大户补贴总额最

高不超过200万元，补完为止。水稻、番薯、大豆、花生实际种

植大户补贴对象具体包括利用自有承包耕地种植的农户、农场职

工，以及流转土地种植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南国都市报3月25日讯（记者 王小畅）3月
24 日，澄迈县农业农村局在金安吾录洋举办

2025年水稻机插暨农机券应用现场演示会。此次

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全县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水

平，优化并提高水稻机械化插秧的作业质量与效

率，为农业生产筑牢技术根基。

活动现场，一台水稻插秧机在水田间来回高

效作业。驾驶员操作娴熟，插秧机所到之处，一

排排水稻秧苗迅速而均匀地被植入水田。不到30

分钟，便完成了3亩稻田的插秧工作，其高效的

作业能力让现场观摩人员切实感受到机械化种植

的优势。

为大力鼓励和支持水稻机械化插秧技术的推

广应用，澄迈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充分利用海南

省农业农村厅下达的水稻机械化插秧作业补贴试

点资金，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机械化插秧作业

给予30—50元/亩的补贴。这一优惠政策旨在引

导和激励更多农机服务主体积极采用机插作业技

术，从而进一步推动澄迈县水稻种植机械化水平

的提升，助力当地农业生产朝现代化方向转型。

这些补贴别错过

海南自贸港种苗通关两项新政落地
有利于提高种苗存活率，实现种子“无损”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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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3月25日讯（记者叶长
文通讯员陈淑娟王纯豪）记者从海口海

关获悉，近日，《海口海关关于海南自

由贸易港进境种苗跨关区附条件提离有

关事宜的公告》和《海口海关关于海南

自由贸易港进境种苗有条件实施免于口

岸检疫采样有关事宜的公告》 相继发

布，标志着两项新的重磅优势政策落地

海南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

地。此次新政的核心在于“跨关区附条

件提离”和“有条件实施免于口岸检疫

采样”两大利好，将为南繁硅谷建设注

入新的动力。

跨关区附条件提离

自境外运往自贸港的种苗，从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昆明海关等关

区内建有进境种苗指定监管场地的口岸

进境，经现场检查未见异常且已取样送

检的，根据企业申请，在实验室检疫鉴

定结果出具前，允许提离至海南自贸港

内符合监管要求的场所存放。

“过去，企业需在入境口岸等待进

境种苗的抽样检测结果，耗时几天到数

周不等，对于一些珍贵的植物种苗来

说，在口岸没有适当的生长环境、得不

到妥善的照顾，好不容易引进的种质资

源将会很快枯萎”。海口海关动植物检

疫处有关负责人说，新政策实施后，经

口岸海关检查未见异常且已完成取样送

检后，企业就可以将种苗立即运往海南

妥善处置，这将大大提高存活率。

有条件实施免于口岸检疫采样

自境外运往自贸港的种苗，从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昆明、海口海关等关

区内建有进境种苗指定监管场地的口岸进

境，仅在自贸港内用于种子质量检测等

特定用途，不用于种植或收集子代等其

他目的，经现场检查未见异常的，依申

请可实施免于口岸检疫采样，运至自贸

港内符合监管要求的实验单位使用。

“新政策对我们来说是重大利好。”

三亚ISTA实验室负责人蔡迪伟说，“种

子进境检测是我们的一项新业务，我们

引进的种子仅用于在实验室开展含水

率、净度等质量检测。使用新政策，我

们可以做到种子样本发出时是什么，收

到时就是什么样，实现‘无损’通关，

这将大大提高我们检测的准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