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17.4万个
比2018年末增加7.4万个

全省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11761个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224.8亿元

全省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39个
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29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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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5月12日讯（海报集团
全媒体记者 王洪旭 通讯员 吴维朝）海
南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相

较上一次普查，海南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单位数量大幅增加，吸纳更多从业人

员；企业资产规模不断扩大，营业收入

较快增长，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劳

动生产效率有所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数字经济发展壮大，区域发展协调

性、平衡性不断增强，五年来我省高质量

发展取得明显成效。这是记者日前从海

南省统计局获悉的。

据了解，经过全省9000余名基层普

查人员的共同努力，普查数据采集、审

核和汇总评估工作已顺利完成，全面摸

清了全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反

映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

单位情况方面。2023年末，全省共

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

单位17.4万个，比2018年末 （2018 年

是海南省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

同）增加7.4万个；产业活动单位19.2

万个，增加7.6万个；个体经营户39.3

万个，增加6.5万个。按行业分，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数量位居前三

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3.9万个；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3.7万个；建筑业1.8

万个。

资产和营业收入情况方面。从资产

看，2023年末，全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88627.4亿元。从

营业收入看，2023年，全省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入

34335.8亿元。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情况方面。2023

年末，全省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

法人单位 11761 个，从业人员 78284

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224.8亿元。其

中，数字技术应用业企业法人单位8030

个，从业人员 54220 人，营业收入

1176.4亿元。

新兴产业情况方面。2023年末，全

省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39个，从事战略性

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

人单位290个。全省共有规模以上高技

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76个，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289.6亿元；规模以上高技术

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322个，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1117.4亿元。

南国都市报5月12日讯（记者利声
富文/图）5月12日，记者从浙江大学海南

研究院获悉，该研究院对在海南3个不同

地点种植的23个水稻品种再生力性状进

行评估后的新发现，揭示了生长素和细胞

分裂素在水稻再生力调节中的重要作用，

为再生稻育种和栽培提供了新思路。

近年来，再生稻在我国南方稻区备

受关注。海南光温资源充足，非常适合

开展再生稻种植，但目前海南尚未建立

完善的生产技术体系。

为推动再生稻在海南的种植，浙江

大学海南研究院水稻等粮油作物创新团

队舒庆尧教授依托2024年海南省重点研

发项目（海南省再生稻生产体系构建与

示范应用），根据海南不同地区的光、

温、水资源分布和现有种植制度，选择

三亚、万宁、琼海、儋州、东方、白

沙、定安等以水稻生产为主代表性区域

的市县，确定再生稻生产的适宜时间和

时段，并据此推定适宜不同区域种植的

再生稻品种的特征。

试验通过在海南多点（时间点和地

点）种植这些品种并收集记录其头季及

再生的产量、生育期等数据，筛选出适

合海南不同地区推广种植的再生稻品

种。并据此展开栽培技术的研究，以期

全面建立起海南再生稻生产种植体系。

该研究旨在充分利用海南丰富的光温水

资源，进一步提高水稻产量，同时切实

增加海南地区农户收入。

再生稻是指种一茬收获两季，即头季

水稻收割后，实施相应的田间管理措施，

促使头季稻桩上的腋芽生长发育与抽穗

结实，实现一种两收的水稻种植模式。

近两三年，三亚围绕绿色农业、科

技农业，探索发展再生稻产业。试验示

范表明，三亚种植再生稻很有优势，优

越的光热等气候条件，能缩短水稻收获

时间。三亚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接下来，三亚继续发挥南繁科研作

用，进行再生稻示范试验。通过筛选再

生稻品种，提高再生稻高产栽培技术，

实现再生稻单产亩产提高，促进农民增

收、耕地增效、粮食增产。

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这一新发现——

为海南再生稻育种和栽培提供新思路

南国都市报5月12日讯（记者 张
野）5月11日下午，万宁和乐镇“粽子

兄弟”粽子厂出货口，一箱箱新鲜出

炉的粽子正在抓紧装车出货。距离端

午节还有半月有余，万宁和乐镇粽子

生产进入高峰期，各粽企“火力全

开”。

穿过风淋门进入粽子厂生产车

间，粽香扑面而来，在粽子厂一楼的

加工车间内，十余名包粽工人围坐在

摆满食材的长桌前，娴熟的铺叶、放

料、称重、包扎，不到一分钟，一个

粽子就包好了。经过高温蒸煮、晾晒

杀菌后，粽子被送往二楼进行真空打

包，随即装箱，然后马上被装车发出。

“今年订单来的比去年要早一些，

五一假期前就进入到生产状态。”粽子

兄弟品牌负责人温国书说，目前工厂

订单量已经达到20万个，大部分来自

省内单位采购。

海南琼之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

粽子车间内同样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相比于去年，今年订单量增加约

30%。“今年我们创新推出了斑兰叶椰

子黑猪粽，是用万宁当地的斑兰叶代

替粽叶，粽子内加入了椰丝，口感上

更丰富。”海南琼之味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张昌俊说，新品市场反响很

好，不久前还获得了第十九届中国粽

子文化节全国粽子(糕团)技艺大赛粽子

产品一等奖。

近年来，和乐镇加大力度推动和

乐粽子的品牌，通过“和乐贡品”区

域公用品牌，实现粽子企业的抱团发

展，做到了和乐粽“材料好、价格

低，味道好、老少宜”，让和乐粽品牌

的影响力不断壮大，并结合当前的互

联网营销趋势，在保证线下实体销售

渠道的同时，拓宽线上电商销售渠

道，加大和乐粽的品牌传播力度，推

动和乐粽品牌再升级，进一步提升和

乐粽在全省乃至全国的竞争力和影响

力。

海南省蛋鸡行业协会成立

将推动“海南富硒蛋”
地理标志认证工作

南国都市报5月12日讯（记者 易
帆通讯员王栋）5月11日，海南省蛋鸡

行业协会成立大会在澄迈县老城开发区

举行，标志着我国唯一热带岛屿省份的

蛋鸡产业正式迈入集群化、特色化发展

新阶段。

据农业农村部门数据显示，目前海

南蛋鸡存栏量已突破1000万羽。文昌

宝芳嘉源、文昌歌颂、三亚吴氏等老牌

企业持续发力，海南农垦海津益佳牧

业、澄迈弘楚集团等规模化养殖企业也

在近五年间迅速崛起。

作为全国首个全域富硒农业示范

省，海南已成功培育出富硒蛋、无抗鸡

蛋等特色品牌，部分产品更通过供港澳

质量认证。未来，协会计划建立完善的

产品溯源体系，积极推动“海南富硒

蛋”地理标志认证工作，并大力发展蛋

液、蛋粉、溶菌酶提取等深加工产业。

海南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

我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万宁和乐粽生产进入高峰期
粽企“火力全开”迎端午

三亚试验示范田里的再生稻。

工人们正忙着包粽子。记者吴兴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