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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洋）好吃，好玩，
有烟火气，也有文艺范儿……3月15日
晚，三亚市胜利路和吉祥街交叉口附
近新添一处夜市——三亚湾夜市集散
中心，将给市民游客带来更多彩的夜
间生活体验，还形成了令人惊艳的夜
间经济新发力点，使三亚的内在活力
和蓬勃生气在这繁荣的“夜经济”中释
放。

行走在三亚湾夜市集散中心，清补
凉、海南粉、抱罗粉、糟粕醋、热带水果
……各种特色美食的香气扑鼻而来，让

人口舌生津。
夜市吸引了 280多家商户入驻，规

模大、品类多，距离海边不过百米，市
民游客开启了“海边散步、夜市觅食”
的夜生活模式。

传统的夜市，小型商户过多、基础
配套设施不足、功能分区不科学、特色
不鲜明，场内占道、出摊经营问题突
出，食品、消防安全隐患多，因噪音、油
烟扰民造成的投诉时有发生。 三亚湾
夜市集散中心打破了原有的局限，更
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该夜市只是三亚“夜经济+”促消
费“再升级”的一个缩影。三亚正在发
力“夜经济”，各大夜市也在主动求变，
下好“夜经济”这盘棋。

亿恒夜市正在结合自身特色资源，
培育夜间餐饮、旅游、文化娱乐等消费
活动，提升城市活力，为三亚市民游客
提供“最三亚”的夜间“烟火气”。

乐天城夜市“烟火气”正浓；三亚海
昌梦幻海洋不夜城打造“三亚夜游美
食目的地”；亚龙湾东榕美食广场和海
棠 68 环球美食街，面向来自五湖四海

的游客，着力于提供一站式、多元化服
务；博后村推出“深夜食堂”；明珠广
场、解放路步行街、三亚风情街等城区
各商业中心周围，形成“食、购、娱”于
一体的夜间消费集群；还有商品街、第
一市场夜市、三亚火车头万人海鲜广
场以及隐藏于海棠区的林旺夜市……

三亚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夜三亚”不仅构建起“吃住行游购娱”
一站式消费体验，更融入夜间运动、学
习等消费新场景，全面带动夜间经济
集聚区涌现。

三亚新添一夜市集散中心 规模大、品类多，距离海边不过百米

本报讯（记 者 吴 英 印 通 讯
员 陈俊锐）近日，三亚市公安局
天涯分局破获一起非法经营柴油
案，抓获涉案人员 6 名，查获非法
储存柴油点一处。

今年2月下旬，天涯分局在工
作中获悉一条线索，辖区存在一
地下油库，该油库向三亚市各大
工地非法销售柴油。经分析研
判，3 月 2 日 23 时许，天涯分局天
涯派出所民警樊亚飞联合交警部
门，在马岭社区某工地附近抓获
正在运输柴油的黄某强，当场查
获涉案柴油 300 余升、皮卡车一
辆。

经审讯，民警掌握了黄某强非
法储存柴油的准确位置。3 月 3
日凌晨2时许，天涯分局成功查获
位于天涯区槟榔村某建设工地旁
一废墟处的地下柴油库，当场抓
获该油库的经营者吴某。3 月 6
日 9 时许，迫于警方压力，该油库
另一名经营者吴某仔到公安机关
投案。

经循线深挖，一个非法经营柴
油团伙浮出水面。3 月 9 日 23 时
许，民警在吉阳区落笔村抓获犯
罪嫌疑人李某；3月10日 19时许，

民警在吉阳区落笔村抓获犯罪嫌
疑人王某栋，查获油罐车一辆；3
月 11 日凌晨 3 时许，犯罪嫌疑人
石某在吉阳区学院路某小区落
网。

经查，2021 年 10 月，李某利
用成立中介公司的便利，非法低
价购买柴油并售卖给私人油库。
王某栋、石某为李某公司员工，王
某栋负责财务，石某负责运输。
期间，该公司累计获利逾 100 万
元。2022 年 5 月，吴某仔、吴某、
黄某强等人在天涯区槟榔村一组
的某建设工地旁一废墟处埋藏油
罐（容量 10 吨），私自建立地下油
库，并从李某处购买柴油，以低价
销往三亚各大工地及卡车车主，
累计获利28万元。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吴某仔
（男，39 岁）、吴某（男，35 岁）、黄
某强（男 ，27 岁）、李某（男 ，32
岁）、王某栋（男 ，43 岁）、石某
（男，42 岁）分别如实供述其非法
经营柴油的犯罪事实。

目前，天涯分局依法对犯罪嫌
疑人吴某仔、吴某、黄某强、李某、
王某栋、石某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获利逾128万元!

三亚警方
打掉一非法经营“油贩子”

本报讯 (记者 张慧膑)“‘绿色鱼子
酱’,口感非常独特，既有爽脆爆汁的
体验，又有大海的味道……”3 月 15
日，艳阳高照，可在崖州区梅联社区海
南春蕾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
地内却是一片阴凉，阳光透过细密的
遮阴棚网孔洒向一个个方形种植池,
一串串“长”在蓝色网板上的海葡萄植
株迎着水流摇摆,该公司负责人曾顺
辉开心地向记者介绍起这款“新品”。

海葡萄，并非生长在海边或者海底
的一种葡萄，而是蕨藻科的一种绿藻，
它外观浑圆饱满，如一串晶莹剔透的
葡萄而得名，海葡萄具有独特的口感
和特殊的营养功能，所以被誉为植物
中的“绿色鱼子酱”。海葡萄富含16种
天然氨基酸，还有人体所需的铁、锌、
镁、钙等矿物元素，加之低热量、零胆
固醇等特点，让其还有“长寿藻”的美

誉。
“我们的海葡萄是 2015 年从日本

引进的，一开始在文昌进行培育试验，
2022 年开始移植到三亚，在梅联社区
开始规模化种植。”曾顺辉说，为了充
分利用热带海洋资源优势、生态优势、
气候优势，该公司投资 7250 万元建设
125亩集种植、科研科普的国内首家海
葡萄人工种植基地，加速传统种植产
业的转型升级。在梅联社区的支持
下，已建成拥有210个种植池的人工种
植场，建设大型海葡萄种植基地。

海葡萄的种植需要合适的光照及
水温。在种植基地内，记者看到水池
上方的遮阳网均为两层，技术人员会
根据天气来调控温度。“气温太低会导
致海葡萄腐烂，因此需要技术员随时
管理。”曾顺辉说,在技术人员的精心
照料下，这日本来的“新贵”逐渐适应

了这里。如今,第二期种植池正在建
设当中,建成后将拥有 1000 多个种植
池。该公司技术团队已成功攻克海葡
萄种植技术瓶颈，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拥有4万平方米海葡萄种植基地，年产
海葡萄100万斤。

“与其他城市种植至少需要三个月
相比，在三亚种植只需 70 天即可收
获。”对于当前的收获，曾顺辉比较满
意:一个网板上的海葡萄至少可以收
割三次。目前一天的产量约300斤,收
获的优质海葡萄将会被速冻，随后运
至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销售。

“生吃以凉拌为主，还可以做成沙
拉或者用于涮火锅。”曾顺辉说,海葡
萄除了作为生鲜产品销售，还可以深
加工成面膜等护肤产品，市场前景广
阔。目前海葡萄产品已在国内各大城
市热销，并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地。随

着公司的发展壮大，将开展以海葡萄
为原料的新产品研发，如化妆品、保健
医药、便携食品等。

海葡萄在三亚“安”了家，也给当地
的村民带来收入。随着种植池的增
多，基地从附近村庄招募村民进“厂”
工作，每天每人可以获得150元的劳动
收入。“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我们还能
学习种植技术，收入也增多了。”梅联
社区农户王师开心地说。

据了解，海葡萄作为新型“半引进”
海洋种植产业，通过多年的本土化种
植试验，攻克一系列种植技术难题，在
技术、产品与产能等多方面已经具备
大规模种植的基础条件。未来，三亚
将继续扩大规模，力争尽快生产出优
质产品，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带动
村民增收，将海葡萄种植及其深加工
产业打造成海南独特的靓丽名片。

海葡萄人工种植基地。 张慧膑 摄

海葡萄，是蕨藻科的一种绿藻，它外观
浑圆饱满，如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而得名。

本报讯 (记者 张慧膑)近日，两场
“三亚专场”招聘会分别在三亚、海口
举办，一南一北“双城”招聘会铺开就
业路，人才纷至沓来，这是省内就业市
场再度采取南北“双城联动”模式举办
的专场招聘活动，三亚唱响招聘会“双
城记”，力求将人才收入囊中。

在南边，位于吉阳区迎宾路 189号
的三亚市人力资源市场二楼招聘大
厅，数十家企业带着 800 余个岗位入
场揽才。求职的人员中，有即将毕业
的高校学生，也有外地的人才。

“有不少适合的岗位，我得对比后
再做决定。”陈丽是三亚某高校大四学
生，对于即将到来的毕业季，她开始了
自己的职业规划。作为一名外地人，
她打算毕业后留在三亚，最近她时刻
留意三亚的各种招聘会，希望能实现
毕业即就业的心愿。

提供咨询服务，为求职者答疑解
惑……在三亚的这场招聘会，除了带
来“刚需”的就业岗位，柔性的服务也
是企业留人的“杀手锏”。

而在北边的海口，三亚企业带着

满怀的诚意北上。82家企业提前一天
便到达招聘现场——海南省人力资源
开发局（省就业局）一楼公共招聘服
务大厅“探访”，为次日的摆台招聘做
足准备。

区块链开发工程师、教育专家、知
识产权专业监管员、行政主管、机电技

师……当天，三亚学院、三亚半山半岛
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三亚工道海
洋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等 82 家用人单
位携 869 个岗位进场揽才。随着时间
的推移，进场求职的人数越来越多，现
场求职者有的驻足浏览招聘信息，有
的直奔意向企业，力争找到心仪岗

位。当天，吸引了 518 人入场求职，收
到简历 352 份，98 人初步达成就业意
向。

“我面试的是文职岗位，有很多公
司可以选择，感觉还不错，”求职者小
陈来自澄迈，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线下
招聘会，当天她将自己的简历投给了
三亚香格里拉酒店及三亚市人力资源
集团有限公司，希望能得到一份满意
的工作。

“之前是在网上投递简历，现在现
场就能与多家用人单位进行面对面地
沟通交流，确实很方便。”求职者陈亮
说，求职不用专门跑到三亚，企业主动

“上门”给求职者更多选择。“只要公
司提供住宿或有比较好的待遇和发展
环境，我感觉在哪个城市工作都可
以。”陈亮说。

市人力资源开发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省内招聘市场持续推行南北“双城
联动”模式，既有利于推动不同城市的
人才优势互补互促，又有助于发挥就
业市场的规模效应，为求职者、用人单
位提供更多双向选择的平台和机会。

招聘会现场，求职者在填写资料。 张慧膑 摄

南北联动引才 三亚专场招聘会唱响“双城记”

绿油油的菜地，娇艳怒放的三
角梅，错落有致的家庭小院……
步入三亚天涯区水蛟村，一幅山
清、村净、景美、人和的美丽乡村
画卷便映入眼帘。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发展乡村特色产
业 ，拓 宽 农 民 增 收 致 富 渠 道 。
2023 年，“庭院经济”在中央一号
文件中的亮相，将成为盘活农村

“闲置资源”，促进农民增收的新
发展方向。

近两年来，天涯区立足新发展
阶段，大力发展乡村产业、促进充
分就业的同时，支持引导水蛟村
因地制宜，整合房前屋后的空余
土地、空闲资源发展“庭院经济”，
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绿树茅草、美景清吧，文艺情
怀和田园特色遥相呼应。从三亚
市区出发，大概 20 分钟车程就可
抵达一个“闹中取静”的黎族风格
小院——水蛟小院。

“利用庭院发展休闲服务业，
对于我们村来说是比较新颖的模
式，村民对于成本和收入都有很
多顾虑，大家不敢尝试。”水蛟村
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董国效告
诉记者，利用自有院落空间及资
源资产，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
是促进就近就地就业创业、发展
乡村特色产业、拓展增收来源的
有效途径。为了激发村民发展

“庭院经济”的积极性，他带头“试
水”，整合自家庭院资源打造水蛟
小院。小院于去年底开业后，每
天下午和晚上来小院休憩、聚餐
的人络绎不绝。

在董国效的带动下，水蛟村有
4 位村民用自家庭院空间开设了
宠物驿站、卫凯小院、漫时间·露
营咖啡小院等业态，“庭院经济”
逐渐成为水蛟村发展农旅融合的
新趋势。

“这是您的咖啡，请享用……”
在漫时间·露营咖啡小院，水蛟村
返乡创业青年、店主蒲文星为客

人端上自制的咖啡。蒲文星返乡
后，结合时下年轻人喜爱的露营
主题，将自家闲置的土地改造成
咖啡馆，把一杯杯咖啡卖到了蓝
天白云下、绿水青山间，慕名而来
的游客越来越多。

为推动水蛟村“庭院经济”的
快速健康发展，3 月 1 日，天涯区
水蛟村庭院经济协会及党支部正
式揭牌成立。协会以产业融合、
产业升级、产业发展为基础，以促
进水蛟村建立完善的“庭院经济”
体系为理念，以寻找乡村振兴的
增长点，提高村民及村集体收入
为目标，为水蛟村全域旅游、乡村
振兴提供一个多元化发展支撑的
平台。

天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水蛟
村庭院经济协会及党支部的成
立，是该区探索党建引领农村经
济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将进一
步加快基层党组织与产业的有机
融合，调动农户参与乡村振兴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扎实盘
活村民房前屋后的闲置资源，共
同打造“庭院经济”集群，共建和
美乡村。

美丽的环境也是生产力。在
美丽乡村建设中，水蛟村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带动引领作用和党
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庭院”
创建，引导村民更新观念，增强环
境保护意识，养成清洁卫生的良
好习惯，让乡村风貌焕然一新。

“我们积极响应村委会的号召，做
好自己家的环境卫生。村里的环
境 越 来 越 好 ，生 活 才 能 越 过 越
美。”村民符家富说。

水蛟小院的走红，为水蛟村发
展“庭院经济”发挥了示范带动作
用，不仅让村民看到了样板，也成
为了村里年轻人的聚集地，大家
不仅来参观、休闲、娱乐，也在小
院里话未来、谋发展。自此，“庭
院经济”发展沙龙活动便成了水
蛟小院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党建引领聚合力

水蛟小院
成为村民增收“致富园”

本报记者 黄世烽 实习生 郑慧婷 通讯员 洪嘉峰

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绿色鱼子酱” 日本海葡萄在三亚“安家”

垃圾分类 这些知识可以懂

将回收价值高的可回收物率先分类投放，如
报纸杂志、纸板箱、包装盒、PET塑料瓶、易拉罐
等，确保这一类可回收物不被混合垃圾污染。

1
不要将已被污染、潮湿、污溃无法清除的物品投入可回收物收集

容器，如被油溃污染的餐盒、食品包装盒等。瓶罐投放前倒空瓶内液
体并简单清洗，有瓶盖的不需将瓶盖与瓶体分开投放，确保可回收物
收集容器中的其他废品不被污染，尊重和维护他人分类的成果。

2
不确定是否可以回收的废纸、

废塑料，在未被污染的情况下，请先
投放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

3
各级公共机构要建立台账，详

细记录生活垃圾种类、数量、贮存、
移交、去向、处理等情况。

4

垃圾分类注意事项有哪些？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宣

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 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