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吴英模 校对：邢扬文 三亚·综合 32022年 1月 25日 星期二

新春走基层Sy

春节将至，离琼返乡过年的人员逐
渐增多，核酸检测需求也随之增加。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三亚市核酸检
测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在岗位上

度过一个忙碌的春节，为市民游客的
健康保驾护航。

三亚现有核酸检测机构
10家

“出行做核酸检测对自己负责也是
对大家负责。”近日，计划回北京和女
儿过年的“候鸟”老人王花平说道。

近期，因离琼返乡过年的人员逐渐
增多，三亚各核酸检测采样点排队人
员增多。1 月 24 日，记者在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三亚市妇女儿童医院（三亚
市妇幼保健院）核酸检测采样点看到，
前来排队等待核酸采样的人员比之前
多了不少。

“最近出行的人变多，医护人员挺
辛苦的，我们应主动配合他们工作。”
三亚学院唐山学生邢子涵说。据悉，
为应对核酸检测高峰，市妇幼保健院
采取了多种措施，除了增加采样通道、
采样人员和志愿者外，还将原本设置
在门诊楼前的核酸检测采样场地调整

至专家楼后面，尽可能减少市民、游客
排队等待的时间，提高日采样量。

记者了解到，目前，三亚面对市
民游客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的机构共有
10家，分别是市人民医院、三亚中心医
院、市妇幼保健院、解放军总医院海南
医院、市中医院、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
院、三亚哈尔滨医科大学鸿森医院、海
南圣巴厘医院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海南
分院、崖城卫生院、海南国际旅行卫生
保健中心（海口海关口岸门诊部）三亚
分中心。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提醒，核酸检
测报告出结果时间根据采样时间而定，
可能会有延迟的情况，以实际出报告时
间为准，请有需求的市民游客根据出行
计划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核酸采样。

核酸检测春节不打烊

“近期核酸检测量成倍增长，目前
我院日检测量大约在 5000 人次，很多
护士都忙到嗓子哑了。”记者采访市妇

幼保健院发热门诊主管护师展恩苓时
发现，她的声音因为劳累和喝水少变
得沙哑。因为近期工作太忙，无暇照
顾孩子，展恩苓只好将已放寒假的孩
子送去给老师帮忙照看。

因为护理职业的工作性质，展恩苓

已有10年未能陪父母过春节，2020年
春节前，她回到山东老家，准备和家人
过个团圆年，可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让她在家只待了一天，就匆匆
告别亲人，赶回三亚坚守防疫一线。

“今年春节，我们依旧坚守在岗。”
展恩苓告诉记者，对于医护人员来说，
节假日往往是不能停止忙碌的时候，
为了守护人民健康，绝大多数医务工
作者都会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坚
守在工作岗位。

今年春节，为进一步加强三亚节假
日及春运期间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为市民游客提供便捷高效的核酸检测
服务，三亚各大核酸检测机构春节不
打烊，医护人员坚守岗位为市民游客
提供核酸检测服务。

本报讯（记者 刘佳）“春节期间我
们将坚守岗位，保持不间断施工。”中
国绿发海口公司、红塘湾项目部经理
许洪华告诉记者，为加快建设步伐，三
亚布甫安居房项目采取春节不停工等
方式，加大项目推进力度。

布甫安居房项目位于天涯区红塘
湾，紧邻海榆西线和红塘幼儿园，项目
用地面积 3.88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4.35 万平方米，2021 年已完成投资
7.13 亿元。项目拟建设 8栋 28层高层
住宅及部分配套商业。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与传统印
象中沙尘大、环境差，材料、设备随意
堆放的施工现场不同，这里干净整洁、
文明安全，各个工种井井有条加快项
目建设。

“项目目前处于主体结构建设阶
段，8栋楼分别施工到 18至 22层。”许
洪华说，目前消防、门窗等专业已进场
穿插随主体施工，精装样板间已经过

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初步验收。
项目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落实工人疫苗接种、人员行程码和健
康码排查、出入管理、每日体温监测、
定期消杀等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
施，为加快施工进度提供防疫保障。
此外，项目通过增加资金投入、加大对

材料的组织协调、增加现场人力投入、
增加作业时间等措施不断提升施工速
度。为抢抓工期，春节期间，项目计划
留置工人 50名左右，并配备了项目经
理、质量员、施工员、安全员等管理人
员，统一管理、分工协调，确保安全有
序推进二次结构施工。

“我们还在项目现场设立了样板
展示区，可以对工人进行工艺工法交
底，提高质量标准。”中国绿发海口公
司营销总监程彦涛介绍，样板展示区
也在时刻提醒工人安全规范施工。

项目建成后将提供 1098 套安居
房，包括 100 平方米三房两厅两卫和
120平方米四房两厅两卫两种户型，交
付标准为精装交付，销售均价为12600
元/平方米。项目将助力解决天涯区
基层教师、医务人员和符合安居型商
品住房申请条件的本地居民及引进人
才等的住房问题。

“2022 年计划投资 3.1 亿元，春节
后将进行大面积精装修施工，力争提
前 7 个月，在今年年底具备交房条
件。”程彦涛说，将对春节期间留守工
人进行节假日工资补助，并通过集中
过春节、为工人采办过年物资、对工人
家属进行慰问等方式保证留守工人度
过一个安乐祥和的春节。

本报讯（记 者 刘 盈 盈 实
习生 刘婷婷）春节临近，花卉
市场逐渐升温。近日，记者走
访发现，市区多个花市已经摆
满各式各样的鲜花供市民前往
选购，给新年增添了热闹喜庆
的气氛。

1 月 24 日下午，记者来到
迎宾花市，放眼望去一片春意
盎然，兰花、绣球花、桔子树、
发财树等各式各样的花卉绿植
摆得满满当当。不少市民穿梭
其间，时而驻足观赏，时而询
问价格。

“马上过年了，今天和家人
一起来挑几盆鲜花回去装扮，
让家里更有过年的气氛。”前
来买花的市民王女士说。

“桔子象征大吉大利，寓意
好。过年了买些放在家里，喜
庆又美观。”市民李先生买了
不少花。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

人正将花卉搬运到车上，有的
顾客购买量大，车后备箱装满
后，后排座椅上也摆上了花。

据了解，为了迎接春节的
到来，三亚各商家积极备货，
除了保证货源充足外，还特意
进了各式各样的花卉绿植，满
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许多商
家还对一些盆栽精心打扮，挂
上“福”字、小灯笼等饰品，增
加春节喜庆气氛。

“生意不错。从 12月中旬
开始，每天忙到凌晨一两点，很
多人喜欢吃完晚饭后再出来买
花。”一位花卉店老板告诉记者，
桔子树一直以来都很受顾客欢
迎，长期占据销售榜单的“冠军”
位置，价格也比较稳定，在60元
到90元之间。“相比于去年，今
年还有新上市的品种红梅，外观
秀丽，昨天有个女孩一下就买了
三盆回去。”该老板说。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1 月 7 日，瑞
士品牌Chopard 萧邦眼镜登陆三亚国际
免税城；1月 22日，来自德国的高级珠宝
品牌沙夫拉特中国旗舰店落地三亚；1月
24 日，中服三亚国际免税购物公园（以
下简称“三亚中服”）Apple 授权店试营
业……随着虎年春节临近，不少国际大
牌纷纷抢抓机遇布局三亚免税市场，新
品牌入驻、新产品上架，不断推动海南离
岛免税品品种、品牌、价格与国际“三同
步”，丰富了市民游客的购物体验，加速
推动消费回流。

国际品牌争相进驻三亚
免税市场

1 月 24 日，三亚中服 Apple 授权店
试营业，手机、平板、电脑、耳机等丰富的
品类吸引了不少消费者进店体验选购。
据悉，该 Apple 授权店是目前三亚中服
面积最大的品牌店，未来将打造成海南
品类更全，涵盖免税和有税商品的品牌
授权店。

三亚中服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来，三
亚中服加快推进国际一线品牌开业，密
集 迎 来 包 括 DIOR、阿 玛 尼、圣 罗 兰、
NARS、周大福、六福珠宝、戴森、飞亚
达、Kipling、潘多拉等一波高端品牌店
的集中开业，丰富春节黄金周免税消费
市场，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选择。尤
其是多个护肤大牌的入驻将为更多旅行
者、消费者带来彩妆品牌新选择。

同时，为丰富品类，近期TOM FORD、
BY KILIAN、Urban Decay、COACH也已
集中在 CNSC 离岛小程序上线，兰蔻主
题快闪店也将在春节前落地三亚中服，
美妆美包齐上线，为消费者的新春装备
提供更多时尚新选择。

三亚中服发力推进国际品牌布局仅
是一个缩影。去年以来，源源不断的国
际品牌加速进驻三亚免税市场。三亚海
旅免税城、三亚国际免税城也持续迎来

“集中开业热”，不断丰富三亚免税市场
与国际实现“三同步”。

仅去年12月，就有包括HNDJ钻石珠

宝、Chloé、DIOR、ETRO、Jimmy Choo、
MARNI、Messika、周大福、芙拉、乐购
仕、陆逊梯卡眼镜、魅可等十多个国际品
牌入驻海旅免税城。同时，国际品牌入
驻三亚国际免税城的消息也甚嚣尘上。
2021 年 11月 2日，华伦天奴美妆亚太免
税入驻三亚国际免税城；12 月 15 日，三
亚国际免税城 Van Cleef & Arpels 梵克
雅宝全新旅游零售精品店隆重开业……

政策优势是国际大牌争
相布局三亚的重要因素

“如今，在离岛免税新政效应的持续
释放下，海南已经成为中国最热门的旅
游目的地之一，聚焦消费新需求，近年来
中免集团持续夯实采购、运营、渠道拓
展、数字化和市场营销等能力，做强服
务，做大市场。”三亚国际免税城相关负

责人表示，目前中免集团已先后与全球
超 1000 个知名品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将进一步加强与全球品牌方的沟
通交流，稳步提升采购、运营等核心能力
建设。同时，积极探寻免税市场发展新
空间，为赴岛游客带来更细致的服务，助
力三亚打造国际旅游消费标杆。

国际大牌为何争相布局三亚免税市
场？“从供给端看，国际大牌更容易进入
海南岛，且综合成本更低；从需求端看，
国内、国际游客（消费者）更容易进入海
南岛，且越来越便捷。”海南大学旅游学
院副院长谢祥项认为，当前海南在吸引
国际大牌进驻的最大优势还是制度集成
创新所产生的政策优势，即《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的贸易、
投资、货运、人员、数据等六个方面的自
由便利化政策，具体到离岛免税领域就
是货物贸易的“零关税”、面向企业和个

人的“低税率”。但他也表示，吸引国际
大牌进驻免税店，海南还在两个方面存
在劣势：一是营商环境的根本性改善至
关重要，二是人才匮乏所带来的服务质
量和服务体验是当前和未来的瓶颈之
首。

尽管受疫情影响，部分景点的游客
人数相较往年出现波动，但离岛免税的
火热却成为了三亚消费市场的新一大
亮点。特别是今年集中入驻的新店新
品牌“同台打擂”，不仅丰富了游客的免
税购物选择，更是开启了离岛免税市场
竞争新格局。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接下来，三亚将推动离岛免税
销售扩量提质，持续优化监管和提货方
式，扩大免税店邮寄仓空间，加快免税
品品牌、品种、价格与国际原产地“三同
步”进程，力促今年离岛免税销售再上
新台阶。

国际品牌争相进驻
“抢滩”三亚春节免税市场

游园赏灯、看歌舞表演、打
卡娱乐项目、品味年夜饭……
随着虎年春节的临近，三亚再
次成为全国旅游度假的首选目
的地，各景区景点在严格做好
疫情防控前提下，推出精彩纷
呈的文旅活动，不断丰富春节
旅游产品供给，让诗和远方更
有“年味”。

“我们全家每年这个时间
都会来三亚度假过年，晚上带
着孩子打卡各种娱乐项目，再
看几场演出，感受浓浓的春节
氛围，非常满足。”来自上海的
游客杨女士惊喜地发现，今年
春节三亚又有了更多可玩的项
目。

在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
城，花车巡游、霓虹闪烁，处处
散发着喜庆的年味。记者了解
到，春节期间，三亚海昌梦幻
海洋不夜城的鲨鱼过山车、海
盗船、勇敢者轮盘等四大高人
气游乐设施将同步举行挑战
赛，活动期间参赛可获得十项
畅玩票等丰厚奖品。

与此同时，三亚之眼摩天
轮携手众多大牌跨界合作盲盒
轿厢，市民游客还可预约体验
精彩刺激的“2065惊奇圆宇宙
剧本杀”。此外，夜光花车巡
游全新升级，新增中华美食节
主题花车闪亮登场，颜值爆表
的大型七萌团也在游园会与市
民游客见面互动。

登高望远，鸣钟祈福。作
为生态文化与传统文化融为一
体的南山景区，每年春节都会
迎来客流高峰。今年南山景区
将推出为期一个多月的新春演
出季，为市民和游客上演一场
别开生面的文旅视觉盛宴。

此次演出季从1月25日持
续到 3 月 4 日，是国内知名舞
蹈家为南山景区量身打造的一
场名为《霓裳梵羽》的轻音乐
歌舞诗画剧。演出选取莲花、

飞天等元素，以音乐、舞蹈、吟
诵等艺术形式表现，主要分为
智慧海、慈悲心、吉祥愿等三
个篇章，让人们在悠悠的乐舞
中，探访唐风盛韵，领略艺术
的魅力。

在新春演出季期间，南山
景区还将充分发挥文旅融合优
势，把演出场景拓展到户外，
以花车巡游、快闪等形式与游
人互动，营造浓厚的节日气
氛，让游人近距离沉浸式体验
和感悟艺术之美。

作为国内知名的一站式娱
乐休闲及综合旅游度假目的
地，1 月 15 日至 2 月 15 日期
间，三亚·亚特兰蒂斯推出了
丰富多彩的新春产品与活动，
为宾客提供“16 小时不间断
亚特欢乐中国年”的春节主题
玩法。

期间，“亚小虎寻 FU 记”
虎年春节集市将重磅上线；失
落的空间水族馆呈献“水下寻
宝”活动，在水下揭开新年祝
福；亚特兰蒂斯水世界夜场华
丽回归，精彩演艺等活动接连
不断；还有多家餐饮店推出新
春套餐，满足市民游客共飨盛
宴的需求。

此外，天涯海角游览区将
开启“虎力全开勇闯天涯”虎
年贺新春系列活动，三亚水稻
国家公园推出“稻田奇幻夜”
夜场灯展……春节期间，各式
各样的春节特色活动将轮番上
演，让诗和远方更有“年味”。

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春节期间，将联合交通、
市场监督、综合执法等部门，
增派执法人员力量，加强巡查
疏导保障各景区道路交通畅
通，督促各景区景点落实相关
防控工作措施，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为春节假期广大市民游
客放心、安心游玩三亚营造安
全有序的环境。

三亚景区景点丰富活动“闹”新春
让诗和远方更有“年味”

本报记者 李少云

1 月 22 日，歌舞诗画剧《霓裳梵羽》演员在南山景区紧张排练中。
本报记者 袁永东 通讯员 陈文武 摄

货源足品类多 花市年味浓

1 月 21 日，三亚迎宾路一花圃，市民在选购年桔，高高
兴兴迎新春。 本报记者 孙清 摄

游客在三亚国际免税城香化区购买化妆品。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调整场地、增加人员应对核酸检测高峰

三亚10家核酸检测机构春节不打烊
本报记者 卢智子

春节不停工 布甫安居房项目加快建设
正
在
建
设
中
的
布
甫
安
居
房
项
目
。

本
报
记
者

李
学
仕

摄

展恩苓（左）在帮助排队等待进
行核酸采样的群众答疑解惑。本报
记者 卢智子 通讯员 侯文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