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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华盛集团成立于 2000
年，23载奋进路，从传统水泥生产
企业，逐步成长为海南知名的现代
化、多元化大型企业。

在以水泥、化工新材料为主导
的双主业发展格局上，衍生出物流
仓储、供应链管理、光伏、板材、商
业管理、文化教育、生物科技等多
产业领域，产业覆盖海南，并向岛
外辐射，员工总人数超5000人。

海南华盛所生产的“天涯”牌
水泥，共建有3条日产5000吨和1
条日产 12000 吨新型干法水泥熟
料生产线，实现了从原料开采、生
产、运输、装运到销售的全流程管
控。集团子公司澄迈华盛天涯水
泥有限公司曾获得“科技创新先进
单位”“海南标志性品牌10强”“海
南省节能减排创新示范企业”“全
国建材行业先进集体”等多项荣
誉。

海南华盛秉承“以人为本，创
造海南价值”的核心理念，在技术
革新与绿色发展的基础上，紧跟时
代发展浪潮，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与海南共生、共长、共荣、共
盛。

澄迈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厂区环境优美。

海南华峰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物流车辆航拍。

俯瞰澄迈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厂区。

昌江华盛金光绿能光伏田园综合体。海南华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装置。

三亚华盛水泥粉磨有限公司。 澄迈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厂区一角。

海南华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厂区。海南华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夜景。

30年 感恩有你 一路同行 共同见证彼此的成长

黄厚正在查看彩虹小西瓜长势。

2023年三亚市“最美家庭”和“绿色家庭示范户”事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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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进行时乡村振兴进行时

本报讯（记 者 张 慧 膑 实 习
生 桂周琪）“购买橡胶保险后，种
橡胶有了保障，减少了后顾之忧
……”日前，育才生态区抱安村村
民王明德为自家的橡胶买了保
险，他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也落下
了。

原来，自爷爷那辈起，王明德
一家收入来源以种橡胶为主。目
前他种了 2700 多棵橡胶，但由于
缺乏水资源以及病虫害等缘故，
橡胶林出现了叶子泛黄并死掉的
现象以及价格下跌造成了损失。

“给橡胶买了保险，再也不用担惊
受怕了。”王明德说。

橡胶产业是海南农业的支柱
产业之一，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橡胶价格容易出现波动，影响胶
农的收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记者了解到，中国太保集团旗下
财险公司运用金融创新工具，推
出橡胶“保险+期货”项目，助力
胶农稳产增收。

“近年来，我们十分关注三亚
乡村橡胶发展情况，通过多次实
地调研三亚天然橡胶主要种植区

域，对当地天然橡胶风险保障需
求进行了调研，努力探索开展天
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中国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在走
访中发现，天然橡胶仍然是多数
农户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但是
近年来天然橡胶价格整体低迷，
严重影响了农户收入。

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三
亚监管分局等相关部门的指导和
支持下，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联合中信

期货公司在三亚落地了首个天然
橡胶“保险+期货”项目。该项目
共为育才生态区抱安村 91 户胶
农提供了 154 万元的天然橡胶价
格风险保障。该项目保费 5 万
元，全部由期货公司捐赠出资，项
目最终赔付 3.16 万元，户均获赔
343.14元。此次天然橡胶“保险+
期货”项目的落地，整合保险、期
货两大行业资源，有效助力了胶
农稳定增收和天然橡胶产业发
展。

记者了解到，抱安村土地多

为山地，耕地面积较少。多年来，
村民大多以种橡胶为生，但由于
缺乏技术经验及市场行情不稳定
等因素，橡胶产业并没有带来可
观的收益。该保险的落地，让抱
安村村民林荷产吃了一颗“定心
丸”。林荷产告诉记者，她家种的
橡胶超过 3000 棵，往年正常情况
下能有 5 万元的收入，但这几年
出现橡胶价格下跌现象。“购买橡
胶保险后我安心很多。”林荷产
说，如果橡胶价格下跌，理赔的金
额也相应较高。

“别看这西瓜小，经济价
值比较高……”当下，三亚已
进入冬季瓜菜上市时间。在
育才生态区的农田里，豇豆、
青瓜等瓜菜长势喜人，种植
户正抓紧对瓜菜管护，争取
卖个好价钱。在那受村，一
座座白色塑料大棚格外引人
注意，走近一看，一排排彩虹
小西瓜正挂在藤蔓上，黄厚
正在查看病虫害情况。

黄厚是三亚市热带农业
科学研究院办公室主任，也
是育才生态区那受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员。他告诉记
者，这些小西瓜是从市热科
院引进到那受村，作为村集
体的产业。2023 年 12 月中
旬，首批纳寿彩虹小西瓜上
市，第一批200余箱采摘出来
就被抢购一空。

“彩虹小西瓜作为一种高
端的水果，它的口感、甜度都
比传统的西瓜好。”黄厚介
绍，彩虹小西瓜有青皮、花
皮、黄皮等品种，一根藤上只
结一个瓜，甜度能达到15度，
特别适合单身人士以及小家
庭食用，唯一的缺点就是西瓜
皮太薄不适合长途运输，目前
仅能在三亚辖区内销售。

之所以叫彩虹小西瓜，是
因为西瓜切开后，不是单一
的红色，其瓜肉颜色比较特
别，红橙、乳黄相间，且甜度
很好。从外皮花纹看，彩虹
小西瓜与其他西瓜并没有太
大区别。但其个头玲珑小
巧，单个仅三五斤重，瓜皮很
薄很脆，只有几毫米，用手就
能掰开。

“一亩地能种 1600 株左

右，亩产量能达四五千斤，亩
产值 2 万余元。”黄厚说。自
从有了这个彩虹小西瓜种植
基地，那受村村民也多了一
个就业渠道，从种植、除草、
采摘，村民都参与其中。

一个甜蜜的产业，让那受
村村民的生活更加“甜蜜”。
2022 年那受村引进种植 6亩
彩虹小西瓜，获得 12 万元收
入，村民尝到了甜头，2023年
种植面积增加至20亩。

“第一批200余箱西瓜销
售收入 1.2 万余元，可持续供
应至春节后，预计彩虹小西
瓜在春节销售季的收入能达
到12万元。”那受村委会副主
任盘明才说，彩虹小西瓜的
收入将纳入村集体经济收
入，村里持有股权证的村民
都能分红。

一抹环卫橙，一路清洁行。“我们一家不仅
自身要践行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还要号召更
多父老乡亲加入到绿色环保的队伍当中，共同
创建绿色家园、美丽乡村。”这是育才生态区明
善村村民吉玉英从事环卫工作 10余年来的想
法。

1981 年出生的吉玉英目前负责育才生态
区明善村委会明善七组道路清洁工作。在她看
来，环境卫生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繁琐性和重
复性的工作，她在担任环卫工人的 10余年里，
早上 7点准时拿起扫帚，将自己负责的辖区内
垃圾清理得干干净净。在维护公共环境的同
时，吉玉英还积极向村民宣传垃圾分类、节能
减排等绿色环保理念。

同时她也不忘带领家人共同创建节能环保
的绿色家园，传承优良家风。绿色、节能、整洁
是许多村民对张德平、吉玉英一家的评价，走
进他们家中便能看到门前种着小树，屋内放着
小盆栽，一旁的桶内放着用于浇花浇树的生活
废水，家中的环境一尘不染。她和丈夫张德平
在思考如何有效地回收利用废旧泡沫时想到焊
接一个小拉车，将泡沫箱固定在上面，制作成
一个小垃圾车并运用到工作中。她的女儿在绿
色环保观念影响下，用泡沫箱播种许多木瓜
苗。

在日常生活中，张德平、吉玉英夫妻提倡节
约环保生活方式，做到了节约用水、一水多
用。他们言传身教地教育子女，节约用水用
电，出门随手关灯，杜绝浪费，践行节能低碳生
活。

“环保节约、艰苦奋斗的良好家风，是祖祖
辈辈一代代传下来的，虽然我们现在的生活变
好了，但是优良的家风必须传承下去。”吉玉英
说。

三亚首个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落地
91户胶农获154万元天然橡胶价格风险保障

育才生态区首批彩虹小西瓜上市

引进“甜蜜”产业 百姓生活更“甜蜜”
本报记者 张慧膑 文/图

张德平、吉玉英家庭：
身穿“环卫橙”

守护“绿色”乡村路
本报记者 刘盈盈

张德平、吉玉英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