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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昌江石碌镇城北社区网格员许

明媚的巡查记录本上，有一页记着：

“协调居民清理和悦家园楼道废品”

“那位收集纸箱的阿婆起初不愿配合，

我们为她解释安全隐患，又帮她找到

闲置区域，现在每次巡查经过，阿婆总

会和我打招呼。”

这位“90后”网格员的工作日

常，由无数琐碎的小事构成。从上门

宣传安全隐患、到居民排水沟堵塞、

到楼道卫生整治、再到调解邻里纠

纷，一点一滴，汇聚成许明媚乃至昌

江网格员的文明力量。“创文工作开

展以来，事项办结率不断上涨，居民

幸福感不断上涨，我的满足感也在不

断上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功的消

息传来后，感觉心里满当当的，大家

的努力没有白费，也对我接下来的工

作带来了很大的鼓舞。”许明媚说。

当网格里的“烦心事”化作“暖心

事”，12345热线成为丈量民心的标尺。

“每次路过市民广场那片修整一

新的花坛，都会多看两眼。”海南省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昌江分平台

话务员孙彤的工

单系统里，2021

年 至 今 已 接 通

18388条来电。歪斜

的盆栽、破损的井盖、

褪色的标识……“最考验

人的是安抚情绪。”她在工

作中学会了更加耐心、更加冷

静，“一通电话道不完所有的急愁盼

难，要学会理解居民的情绪，解决好

他们的诉求。”她说：“每条工单的办

结，就像创文地基多了一块砖，创文

的成功让我非常自豪，作为一个‘搬

砖人’，在城市建设中找到了自己的

价值所在。”

平台班长古仁炽调出数据：从

2023年12345热线昌江分平台呼入量

45355通，到2024年12345热线昌江

分平台呼入量 54702 通。数据的增

长，反映出昌江在文明城市创建中，政

府与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愈发坚固。

“过去大家觉得热线是‘投诉线’，现在

更多成为‘发展建议线’。”从城镇到乡

镇，群众的声音不断汇聚，一条电话

线，串联起对家乡建设的万千殷切。

当热线里的民生诉求转化为城市

管理的崭新刻度，城市治理的绣花针

也穿起了流动摊贩的千条线。

在石碌镇东风路，水果摊主杨琼

姝将板凳精准挪进黄色“一米线框”，

这个动作她每天要重复好几次，“流动

摊位有了‘小家’，就不能总是往外

跑。”为了解决流动摊贩乱停乱摆占道

经营的问题，昌江通过推行“划线经

营”，为居无定所的流动商贩划定了

“安心区”。

曾经扎堆抢位的三轮车、与执法

人员“打游击”的水果摊、见了执法人

员扛起扁担就跑的农户成为“邻里”，

在各自的“一米线框”中自由经营、自

觉清理，不仅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更添

了几分人情味。

当街头升腾起规范化的烟火气，南

来北往的“新昌江人”也寻到了心安处。

“从前下班只能窝在家里，现在羽

毛球俱乐部、社区主题活动把时间塞

得满满当当。”2017年因工作定居昌江

的江西人杨锋，细数着生活之变：恒科

地质家园小区里，两位康养的八旬老

人从坐轮椅到日行万步；文化公园夜

跑族的脚步声替代了摩托车的轰鸣；

新开的美丽春天夜市汇聚着来自天南

地北的口音。他清晰记得初到昌江时

的场景：“道路上摩托车横冲直撞，现

在安全帽成了标配。”

作为“候鸟小区”住户，杨锋总是

习惯顺手清理公共活动区的垃圾、积

极参与周边文明交通引导，身体力行

地影响着周围的居民。“我很喜欢昌

江，这是我的第二故乡。”谈及未来，他

这样说：“计划把江西老家的家人接来，

这里的气候、环境、治安，特别是人与人

之间的温度，让人想把根扎下来。”

从网格员到话务员，从本地人到

异乡人，25万昌江人以不同的角色写

下同一份答案：全国文明城市的勋章，

不在展柜里，而在每个人攥紧的扫帚、

擦亮的摊位、接通的热线电话中。当

个体的微光汇聚成星河，当街巷的细

节凝结为答案，昌江正以全民执笔的

姿势，持续书写着“人与城双向滋养”

的文明答卷。

南国都市报5月27日讯（记者 赵
航 通讯员 胡月 贾梦瑶） 5月26日，海

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顺利完成海南源

海国际海运有限公司所属船舶“源海泽

达”轮的船舶登记手续。至此，“中国洋

浦港”籍登记在册船舶数量正式突破

60艘大关。自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

成立以来，新登记船舶 16 艘，增幅

34.8%，总运力达583.65万载重吨，“中

国洋浦港”船队规模实现持续扩大。

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持续强化

“中国洋浦港”籍船舶登记政策的宣传与

推介，不断优化船舶登记程序，并主动

推出高效便捷的服务举措推动国际船舶

登记数量持续攀升。

据了解，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

将持续锚定100艘的近期目标，充分用

足“中国洋浦港”船舶登记制度优势，

强化政策宣传推广，不断创新登记便利

化服务举措，全力擦亮“中国洋浦港”

国际船舶登记品牌。

大黄鱼首次在乐东
规模繁育成功

南国都市报5月27日讯（记者张宏
波）大黄鱼是我国特有的地方性海水鱼

类，在全国海水养殖鱼类中产量最高，

有“国鱼”之誉。近日，记者从乐东黎

族自治县获悉，大黄鱼首次在乐东热带

海域规模繁育成功。

日前，厦门大学科技处在海南东方

之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乐东黄流基地组

织专家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鱼类遗传学与遗传育种”中的大黄鱼南

繁试验阶段性成果进行验收。验收结果

显示，项目组用“宁抗1号”抗刺激隐

核虫选育系亲本培育出约6.2万尾60日

龄大黄鱼苗种，标志着大黄鱼首次在乐

东热带海域规模繁育成功。

据介绍，大黄鱼曾是中国四大海洋

主要捕捞对象之首，年均捕捞产量约12

万吨，后因环境和捕捞问题资源枯竭。

如今，大黄鱼已成为中国养殖产量最高

的海水鱼类。其适温范围广，适宜深远

海养殖。此次研究成果显著：一是首次

在热带海洋区域取得成功，为大黄鱼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低碳、减碳的发

展模式；二是通过产学研合作，发展新

的生产力，为深远海养殖（海洋工船养

殖）提供了养殖苗种，与海南海洋南繁

产业园（乐东）对接，挖掘出为深远海

海洋工程养殖装备提供千万级大规格

（50-200g）反季节苗种稳定供给南繁

区域的潜力；三是大黄鱼苗种产业的迭

代加持影响逐渐显现，推动乐东海洋南

繁成果就地转化，彰显种业优势。

全国文明城市的勋章属于25万昌江人

昌江全民执笔书写创文答卷：

人与城的“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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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清晨，昌江黎族自治
县县城的街道传来沙沙作响的扫地
声，环卫工人用一把扫帚唤醒城市新
的一天；石碌镇东风路的黄色“一米
线框”内，摊贩们将新鲜果蔬精准放
置；社区网格员拿起民情记录本，准
备开启一天的巡查工作；12345热
线员迎来日夜交班……5月23日，
昌江黎族自治县荣膺第七届“全国文
明城市”称号，这一喜讯传遍山海黎
乡，奋斗甘甜尽在其中。如今，这份
25万昌江人共答的“文明答卷”，正
从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中徐徐展开。

□南国都市报记者鲁启兰文/图
网格员许明媚（右二）与同事入户聆听居民诉求。

石碌镇东风路的“一米线框”。

“中国洋浦港”籍
国际船舶突破60艘

“源海泽达”轮。（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