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中央公园建设加快推进
12 月 4 日傍晚，市区迎宾路三亚中央公园建设工地，机器轰鸣，车辆来往，一片忙碌的施工景象。
据了解，该项目地处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与腊尾路交叉口，占地约 363.51 亩。建设包括全民健身中心（一期）、文化活动中心、生态停车场、智慧城市园区系统及配套工程等，建成

后将为三亚中心城区增加一座城市综合公园，成为广大市民休闲健身娱乐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本报讯（记 者 卢 智 子）12
月 5 日，记者从海南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获悉，海南公布首
批 137 个吸入用新冠疫苗接种
单位，其中三亚有三亚中心医
院、三亚市中医院、三亚市人民
医院等 15个接种单位。目前吸
入用疫苗到货 21 万人份，即日
起可以在接种单位接种。

据悉，吸入用重组新冠疫

苗（5 型腺病毒载体）适种对象
为已接种 2 剂国药中生北京公
司、科兴中维、国药中生武汉公
司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种 1
剂康希诺肌注式重组新冠疫
苗，未完成加强免疫接种 18 岁
及以上的人群，可选择其开展 1
剂次加强免疫（暂不用于基础
免疫），接种方式为经口腔吸入
呼吸道。

时间间隔为 18-59 岁人群
加强免疫接种时间与基础免疫
最后 1 剂次接种时间间隔≥6
个月；60 岁及以上人群加强免
疫接种时间与基础免疫最后 1
剂次接种时间间隔≥3个月。

接种禁忌方面，对疫苗中
的活性成分、任何一种非活性
成分、生产工艺中使用的物质
过敏者，或以前接种同类疫苗

时出现过敏者；既往发生过疫
苗严重过敏反应者 ( 如 急 性 过
敏 反 应 、血 管 神 经 性 水 肿 、呼
吸困难等)；患有未控制的癫痫
和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
者，有格林巴利综合征病史者；
目前获得的妊娠期或哺乳期女
性使用本品的临床试验数据有
限，不建议妊娠期或哺乳期女
性接种该疫苗。

吸入用新冠疫苗来了！
海南公布首批137个接种单位名单，三亚有15个

扫码查看
三亚15个接种单位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12月 5日，三亚市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关于调整省外

来（返）三亚人员疫情防控管理措施的通告（通告
2022 年第 272 号）。

即日起，对省外来（返）三亚人员不再实施分类
管理。

12月5日起

对省外来（返）三亚人员不再实施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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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区

开展“禁塑”宣传
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本报讯（记者 黄珍）为进一步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营造全民“禁塑”的良好氛围，助力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连日来，市生态环境局海棠分局分别在海
棠区南田农贸市场、长田市场、椰林村委会等地开展

“人人参与禁塑 共建美好自贸港”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环保志愿者通过悬挂横幅、设立展

板、发放禁塑宣传册、开展知识答题等形式海南禁
塑政策。“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对环境危害非常大，生
活中要自觉使用布袋、可降解塑料袋，为居住环境
贡献一份力量……”环保志愿者还为辖区居民讲解
禁塑的必要性和禁塑相关政策法规等，发动群众积
极参与到环保行动中，倡导健康安全、绿色环保生
活方式。

接下来，海棠区将继续扩大禁塑宣传力度，普及
禁塑知识，传播环保理念，营造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
氛围，引导群众争当“禁塑”的宣传者、践行者、监督
者，推动海棠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向好发展。

崖州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开展文明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请戴好头盔、注意安全

……”近日，崖州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组织志愿者到
梅山小学门口斑马线及梅东村委会路口开展“文明
交通”劝导志愿活动，引导市民养成有序、有礼的出
行习惯。

活动中，志愿者们身穿蓝色马甲，手持文明交
通指挥旗，按照区政府“一盔一带”安全宣传工作要
求，提醒告知市民，骑乘电动车佩戴头盔。并积极
引导行人遵守交通规则，劝导非机动车按规定车道
行驶，对非机动车和行人乱穿马路、违反交通信号
灯等不文明交通行为及时进行制止。当天，该局还
组织志愿者和村“两委”班子成员、网格员到包点村
梅东村开展楼道卫生清扫志愿活动，同时号召村民
积极投入到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

据悉，该局连日来开展了文明交通、海滩清洁
等相关活动，组织志愿者走村串户，做好文明卫生
工作，为打造交通有序、市容良好、环境优美的美好
新崖州贡献力量，助力三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Sy创文明城市 建美丽三亚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让我们行动起来，做改
善环境的先行者，当保护环境的践行者，认真实践

‘可持续发展’理念，把环保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近日，由三亚市生态环境局、三亚市环境信息
和宣教中心主办，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承办的2022
年三亚市环境保护宣传六进系列活动在临春岭公
园启动。

启动仪式上，三亚环保设施小使者陈思诺小朋
友宣读环保倡议书，三亚向日葵公益服务中心负责
人李金带领志愿者共同宣誓，呼吁市民游客守护三
亚的绿水青山，共同行动起来，共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丽三亚。

环保六进活动现场还举办环保知识竞答、环保
主题讲座、蝴蝶生物多样性标本展、公园清洁活动
等，形式多样地向广大市民展示了生态文明建设、
生物多样性保护、低碳减排等相关环保知识，为全
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优良环
境支撑。

2022 年三亚市环境保护宣传六进系列活动还
将在全市社区、景区、科研院所、酒店、乡村、军营等
地开展环境保护宣传，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凝聚社
会共识，进一步增强公众生态文明意识。

“环保宣传六进”走进临春岭森林公园

推动公众树立生态文明意识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通讯员 王小艳）“自从
安装了这套健身器材，我每天早晚都会来这里锻炼
身体，附近的人也都爱来这里健身。”12 月 5 日上
午，在天涯区南岛居辖区第一网格前进队，正在和
其他居民一起健身的张银花高兴地对记者说。

今年6月份，为丰富基层群众的休闲生活，满足
群众健身需求，提高群众身体素质，共享健身生活，
天涯区南岛居通过调研、征求意见等形式向当地群
众公开征集意见建议，经过认真梳理后发现村民当
前最关注的议题之一是“辖区第一网格前进队安装
一套健身器材的事宜”。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在全民健
身的大环境下，人们大多都喜欢晚饭后出门散步、
运动，但前进队居民离社区活动中心较远，整个锻
炼过程基本就是在“轧马路”了，而路上来往的车辆
无形中又给居民带来很多安全隐患。在天涯区政
协指导推动和天涯区旅文局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
个月的施工，健身器材成功安装。

“我们队安装了一套健身器材，为居民健身提
供了好去处，着力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住在前进队的王先生说，自从安装了这套健身器
材，居民们的互动多了，经常在一起锻炼交流，心情
愈加舒畅，健身也有了安全保障。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是我们开展‘能力提升
建设年’暨深化拓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的核心。”天涯区政协有关负责人称，去年以来，该
区政协深入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工作，推动了一大批
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前进队安装一套健身器材
显示各单位为基层群众办实事的初心，用心用情传
递为民服务温度。今后，天涯区政协将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深入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工作，推动一大批热点
难点问题解决。

居民期盼得回应 家门口装上健身器材

前进队居民向健康“前进”

Sy我为群众办实事

陈宜敏在自家夜宵店为客人烹制美食。 张慧膑 何瑞诚 摄

冬日的夜幕低垂，天色似暗非
暗。每天下午 6点半，随着路灯渐
渐亮起，一个个摊车陆续出动，崖
州中心渔港美食街便迎来了它的
主场——各类海鲜烧烤在大火小
火切换间，香味四溢，一桌桌食客
在美味间畅聊，褪去了白天的疲
倦，回归了生活的烟火气。

“这些生蚝要冻起来，不然不
新鲜咯……”18时 35分，摆好了摊
车，取出螃蟹、生蚝、虾、海鱼等海
鲜，又将鸡翅、蔬菜等食物整理好，
摆好餐车、取出食物、摆放桌椅，一
气呵成后，敏哥夜宵店的老板便开
始招呼起客人，人虽忙碌，但脸上
笑容灿烂。

眼前这位烧烤摊老板叫陈宜
敏，是崖州区人，今年33岁。一年
前，他还是靠打渔为生的渔民，如
今摇身一变，在渔港边上卖起了烧
烤。

关于这一变化，陈宜敏显得很
放松：“小船打渔也危险，政府这
几年规范了渔船，给我们划了这块
地，让我们卖烧烤，赚的不比打渔
少……”

渔民换“战场”，这是三亚渔业
转型升级的一个注脚。近年来，三
亚高度重视渔业转型升级，充分利
用渔业资源条件，找准发力点，突
出三亚渔业发展优势，加快渔业发
展转型升级“往岸上走”。

不打渔，往岸上走、做什么？
崖州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冯元
源介绍，针对年纪大及经营渔船有
困难的渔民进行技能培训，给他们
发放结业证，帮助其转产转业，第
二年还会给他们渔船发放油补以
及延期出海作业的补贴。而这个
美食街，就是崖州区渔民转型的重

要“战场”之一。
为了推动崖州区夜间经济，有

效激活夜间消费的内循环，崖州区
以渔港文化作为特色主题，把传统
小吃摊一条街打造为品牌化、主题
化的多业态组成的特色夜市，围绕
南海珍馐，以主题灯光为导引，贯
穿美食、互动、休闲、娱乐、夜市、

直播带货等多业态共赢的新夜间
经济形态，实现主题文化特色美食
街道盈利模式的二次开发，引导崖
州中心渔港周边片区传统渔民转
产就业，形成餐、旅、农、渔等产业
链接的跨界融合，点亮夜间消费经
济。

现在，该美食街摊位有 34家，

其中21家是本地渔民转岗转业的。
“不打渔期间，我们就上岸卖

夜宵！”陈宜敏说，之前他跟着老爸
出海打渔，家里虽有一条“小破
船”，但这却是一家人的生存之
本。“老爸这两年身体不好，不能出
海打渔，我就上岸摆烧烤摊。”陈宜
敏算了一笔夜宵账：现在每天出
摊，一个月赚两三万不成问题。

政府扶持和个人努力齐头并
进，不少渔民上岸置家，创业转型。

和陈宜敏一样，26岁的麦天运
也是美食街的老熟人。三年前，他

“洗脚上岸”，从渔民变身烧烤摊老
板，由于手艺不错，烧烤味道好，熟
客络绎不绝。

“现在每个月的进账比打渔时
还高。”说起自己的烧烤摊，麦天运
有些得意：日子现在过得有滋有
味，他还请了亲戚、村民到自己的
摊位帮工，并支付他们工资，帮大
家实现就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
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
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几年，
三亚的休闲渔业发展有声有色，渔
民的致富路也越来越宽。如今的崖
州中心渔港，码头生意兴隆，美食街
各式餐饮店、海洋工艺品摊位，顾客
络绎不绝，转型发展后，渔民少了赶
海的辛苦，日子越过越好了。

发展夜间经济 推动转产转业

渔民“洗脚上岸”当夜宵老板
本报记者 张慧膑

Sy“从党的二十大报告看三亚生活新图景”系列报道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