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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林 通讯
员 陈海清）近年来，乐东黎族
自治县加大科技兴农力度，大
力推广豇豆“防虫网+”种植模
式，提高豇豆生产安全质量，
促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日前，在乐东九所镇镜湖
村田洋里，村民吉敬正忙于整
地，准备利用“防虫网 +”技术
发展豇豆种植。吉敬告诉记
者，今年初参观了利国镇乐三

村豇豆病虫害“防虫网+”示范
基地，看到“防虫网+”技术发展
豇豆生产取得很好的效益，充
分认识到科技支撑农业生产的
作用，增强了利用“防虫网+”技
术来种植豇豆的信心，现在与
村里的农户一起合作，利用“防
虫网+”发展豇豆种植近20亩，

“现在农药打的少了，病虫害也
少了，种植产量也高了。”

乐东是全省豇豆重要产

区，每年种植豇豆面积达 4 万
亩。为确保豇豆生产安全质
量，乐东强化科技兴农工作，加
大农产品安全质量监管力度，
深入推进绿色防控工作，建立
了 360 亩 豇 豆 病 虫 害“ 防 虫
网+”示范点，同时大力推广豇
豆“防虫网+”种植模式，引导农
户科学种植豇豆，确保豇豆提
质增效，促进乐东豇豆产业可
持续发展，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采用豇豆病虫害‘防虫
网+’的种植农户，每亩一年可
获 1500 元补贴，同时，我们还
引入银行小额贷款，解决农户
资金不足的问题。”乐东县农
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在
提供资金保障的同时，农技中
心也会下沉一线，为农户做好
技术指导和扶持。接下来将在
其他四个乡镇继续扩大种植，
面积将达800亩左右。

加快推广豇豆“防虫网+”
促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本报讯 近日，农业农村
部公布 2023 年中国美丽休闲
乡 村 名 单 ，全 国 256 个 村 落
被推介为 2023 年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海南省共有 5 个村
庄入选。

海 南 入 选 的 村 庄 分 别
为：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道
崇村、三亚市天涯区水蛟村、
屯昌县西昌镇土龙村、澄迈
县老城镇东水港村、保亭黎
族 苗 族 自 治 县 三 道 镇 甘 什

村。
建设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是 拓 展 农 业 多 种功能、挖掘
乡村多元价值的重要举措，是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培育
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重要途

径。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休闲农业发展，提出要
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
上下功夫，做强做大乡村旅
游、休闲农业等产业。

（鲍讯）

海南省5个村庄
获评2023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海南气排球第一届联盟杯男女混合赛（保亭站）开赛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11 月

11 日至 12 日，2023 年海南气排
球第一届联盟杯男女混合赛（保
亭站）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全
民健身中心正式拉开帷幕，吸引
了来自三亚、儋州、五指山、保亭
等 9个市县 16支代表队参赛，展
现了海南气排球运动的广泛参与
和高水平竞技。

本次比赛是海南首次举办的
气排球联盟杯男女混合赛，旨在
推广气排球运动，提高海南地区
气排球运动水平，同时也为各市
县的气排球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
示自我、交流技艺的平台。比赛
现场，各市县代表队员精神饱满，

斗志昂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赛
出球技，充分展现出良好的竞技
状态和团队精神。

海南省气排球协会会长盛小
芳表示，今年2月份，海南已在保
亭成功举办了 2023 年海南省气
排球全国邀请赛（保亭站），计划
明年举办海南省气排球全国邀请
赛，也把保亭作为其中一个站点，
届时将邀请更多全国各地的优秀
气排球队伍参赛，同台展现更多
精彩的球技。同时，通过举办此
类赛事，进一步提升海南以及保
亭在气排球运动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推动海南体育事业和旅游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 比赛现场。

本报讯（记 者 张 慧 膑）
近日，记者从保亭相关部门
获悉，今年以来，保亭就业服
务中心始终把“稳就业”“保
就业”工作作为改善民生的
首要任务，全力做好重点群
体就业，落实落细各项就业
政策，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

据统计，截至今年 9 月，
保亭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 61
场，城镇新增就业 746 人，失
业人员实现再就业338人，就
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52人，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3730
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212
万元。

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保亭先后制定了《关于印发
<2023 年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就业培训工作方案>的通
知》《2023年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就业帮扶工作实施方案》等
文件，为推进就业帮扶工作
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保障。

在宣传教育方面，通过就
业创业宣传栏、社交平台等
多途径广泛宣传就业政策，
帮助农村劳动力和企业及时
了解就业培训、就业服务、用
工需求等信息，引导农村劳
动力转变就业观念，实现充
分稳定就业。

在拓宽就业渠道方面，组

织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
月等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
动，充分发挥就业驿站作用，
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展常态
化、多层次的就业技能培训，
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
就业公共服务。同时，持续
推进“雨露计划+”就业促进
行动，帮助应届毕业生尽快
实现就业。

在推进创新创业方面，充
分发挥创业担保贷款作用，
优化就业创业孵化基地运营
管理，以创业促就业。同时，
举办海南自贸港创业大赛和
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有效激
发青年人才、返乡创业者等
各类群体创新创业活力和创
造力，为自贸港建设提供有
力人才保障。

在政策保障方面，积极落
实失业保险基金各项稳岗惠
企政策、一次性创业补贴政
策、“直补快办”政策、灵活就
业人员社保补贴、重点项目
重点企业招工补贴政策等，
进一步促进稳岗扩岗。

接下来，保亭就业服务中
心将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
加大组织劳动力外出务工力
度，开展多样性岗位对接活
动和职业技能培训，营造劳
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
业、政府促进就业、全社会支
持就业的良性就业环境。

保亭：

多措并举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在东方市八所镇小岭村
委会旁，有一座装修高档的
两层小楼，这是村民张立书
于1995年自掏腰包建立的乡
村图书馆。如今的乡村图书
馆有农业技术、经典名著、通
俗读物等图书近3万册，基本
满足了村民的阅读需求。

谈及为何要修建图书馆，
张立书说，改革开放几十年
来，村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
提高，但大多数人的文化素
养并不高，有了乡村图书馆，
村民就可以把更多的闲暇时
光用来读书，丰富自己的精
神食粮，助力乡村精神文明
建设。

一家人挤在房改
宿舍，却出资80万元
建图书馆

在张立书修建图书馆之
前，他们一家还挤在大女儿
学校的房改宿舍里。亲友劝
他，为什么不先给家里改善
居住环境？村里一时间也各
种闲言碎语，但张立书没有
理会。一年多时间，他几乎
天天泡在工地上，从打地基，
到水泥沙子的比例标准等，
他都事无巨细，严格要求。
终于，一栋两层图书馆楼矗
立在村委会旁，成为了小岭
村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

当张立书把图书馆转交
给村委会后，所有的流言蜚
语不见了，村民对张立书有
了更多的了解。

其实早在 1993 年，得知
小岭村改造村容村道缺乏资
金后，张立书二话不说就拿
出自己的积蓄，并开着推土
机，无偿为村里修建了一公
里多的村道。

三年疫情期间，张立书在
自家农场收入不甚理想的情
况下，仍为抗疫一线捐助了
口罩、方便面、凉茶、八宝粥
等大量物资。东方市八所镇
委、镇政府给其授予奖旗，表
彰他对抗疫作出的贡献。

尝 过 没 读 书 的
苦，立志“立书”

1955 年，张立书出生在
小岭村一个农民家庭，家有
兄弟4人。当时那个年代，吃
饱饭都成问题，更别说读书

了。张立书从小就在家里干
农活，16 岁时学做木工。由
于没有读过书，做木工时遇
到稍微复杂点的图纸，他就
看不懂，也开始尝到了没文
化的痛苦。于是他向父母央
求读书。父亲见他读书心
切，便同意让他读书，并给他
起了个学名“张立书”，寓意
立志读书。

18 岁那年，张立书第一
次背上书包，高高兴兴地走
进小岭村小学读一年级。可
是当他走进教室，看到同学
都是七八岁的孩子时，他很
是尴尬。下课后他找到校
长，要求直接从三年级开始
读，保证自己会利用课余时
间补习一、二年级的课程。
就这样，张立书从小学三年
级读到初中二年级，后来还
是因为家庭困难辍学了。看
到同龄人都在上学，张立书
不甘心自己只能下地干活，
一天的劳作后，不顾身体的
劳累，抓紧时间多读书，期盼
能汲取更多的知识。

1989 年，张立书离开工
作多年的县国营砖瓦厂，创
建农业机耕队，又组建了运
输队。但因为文化知识的缺
失，他遇到了很多困扰，不懂
管理、不会经营、生产效益差
……他再一次体会到没有文
化的苦楚，下定决心不能让
孩子重蹈覆辙。在生意亏损
的时候，他卖车给孩子交学
费，也不让孩子们辍学。

“天大地大，没有供孩子
读书的事情大，人生最大的
成功就是把孩子培养成为对
社会有用的人。”如今，张立
书的 5 个孩子全部从大学毕

业了，有的还是硕士学历，孩

子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努力

工作着。

除了建造图书馆，张立书

还为当地的文化事业发展做

着 力 所 能 及 的 贡献。2014

年，带头捐款 4000 元帮助村

委会创建小岭村助困教育基

金会，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走

进大学校园；创办文学刊物

《琼西文学》，挖掘当地的民俗

风情，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
办了西南风文学研究会……

获得 2016 年第二届东方
市“十大好人”的张立书可能
不懂得那么多大道理，但他的
所作所为正适合这则古训：

“耕读持家久，诗书继世长。”

东方“好人”张立书：

出资80万元自建乡村图书馆
让“书香”代代相传

本报记者 黎家璇

东方

“村秀”，
秀山城风貌
11 月 11 日，模特在民族时装“村秀”特别专场

活动中表演。
当日，海南省五指山市民族时装“村秀”特别

专场活动在五指山市通什镇小岛公园举办。由
五指山各乡镇选出的民族时装“村秀”代表，以黎
族苗族文化、民间技艺等为内容走秀，向人们展
现乡村特色与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

新华社记者 樊雨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