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基层党建 弘扬特区精神

■感悟初心R

1111
2021年 5月 27日 星期四

海南篇海南篇

图①：儋 州 市 委 组 织 部 的 党 员 干 部

在参观木排根据地烈士纪念园。

吴文生摄

图②：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中心小学“红志

小导游”在云龙改编旧址。 张 茂摄

图③：“致敬！红色娘子军”万人徒步活动

在琼海市万泉河喷泉广场举行。 蒙钟德摄

图④：矗 立 在 海 边 的 临 高 县 临 高 角 解 放

公园。 陈元才摄

版式设计：张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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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

上强调，海南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正确方向。

使命在心，责任在肩。海南省坚持

党建引领自贸港建设、基层党建服务中

心大局的正确方向，以改革创新精神出

实招、打硬仗，推动全省基层党建迈上了

新台阶，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实现“顺

利 开 局 ”“ 蓬 勃 展 开 ”提 供 了 坚 强 政 治

保障。

园区党旗红
企业发展强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云龙产业园里，

裕同科技环保及高端包装产业基地一期

厂房已经搭建完毕并迅速进入试产阶

段。为何项目推进这么快？项目负责人

花 杰 说 ，园 区 配 备 的“ 企 业 秘 书 ”帮 了

大忙。

“‘ 企 业 秘 书 ’一 周 至 少 来 项 目 现

场两次，一期厂房刚完工，就上门帮忙

跑 腿 办 理 二 期 厂 房 的 规 划 许 可 证 、施

工 许 可 证 等 材 料 。 这 种 积 极 主 动 、靠

前 服 务 的 意 识 让 企 业 感 觉 很‘ 舒 心 ’，

方 便 我 们 专 心 致 志 抓 建 设 、搞 生 产 。”

花杰表示。

新入园的项目实行“一对一”党员服

务责任制，是海口国家高新区打造党建

服务平台的重要举措。“我们在实行极简

审批的基础上，先后为 128 个项目配备

58 名企业秘书，同时兼任企业党建指导

员。”海口国家高新区党工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园区通过为企业提供 365 天× 24 小

时园区中英文电话微信沟通等 10 项服

务，带动项目超额完成年度固定资产投

资计划，其中省重点项目完成率 158%，

形成了以党建带项目、以项目促跨越的

发展局面。

园区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先行

区，也应是党建最有活力的地方。海南

大力实施“园区党旗红、企业发展强”党

建工程，推动党建工作与自贸港建设深

度融合、共同发展，为自贸港建设和园区

高质量发展打开了新局面，提供了坚强

组织保证。

全省一盘棋
全岛同城化

公司马上就要开业，在节省成本的

同时，如何尽快找到合适的员工岗前培

训场地？在海口市琼山区日月党群中心

的“牵线搭桥”下，首次入驻海南的隐虎

跨境电商有限公司省下了一笔不小的场

地费。

“大家都说‘有困难找党员’！”抱着

试一试的想法，隐虎公司工作人员王婧

找到琼山区国兴街道工委委员、日月商

圈联合党委书记刘霞寻求帮助。

“我们来想办法。”听了王婧的来意，

刘霞很快联系上了日月广场党建联建单

位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对方愿意以低于

市场价许多的价格提供租赁场地。没想

到操心数日的难题，通过党组织的联系

很快得到解决，王婧对刘霞连说了好几

声“感谢”。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

斗力的基础。海南坚持“全省一盘棋、

全岛同城化”理念，全面开展争创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基层党建新标杆活动，

对应自贸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提出任

务措施，统筹加强各领域基层党建系统

建设和整体建设，不断夯实自贸港建设

的基础。

组织难找、阵地难觅，曾是流动党员

反映的痛点问题，对此，海南将城市基层

党建作为龙头来抓。近年来，海口市先

后在 8 个区（园区）、43 个镇（街道）以及

社区、楼宇、商圈等地，建设了 472 个特

色鲜明、功能聚焦的党群活动中心，构建

起“15 分钟服务圈”，让党员、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找到党组织，享受到“一站式”

便利服务，也让党员与群众之间有了更

加紧密的联系。

与此同时，农村基层组织

堡垒更加牢固。全省派出 2758
支 共 8583 人 的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队 ，进 驻 所 有 乡 镇 、行 政 村 ，协 助

做好抓基层组织建设，实现班子队

伍 好 等“ 十 抓 十 好 ”工 作 。 儋 州 市

大 成 镇 新 风 村 曾 是 深 度 贫 困 村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队 入 驻 后 ，建 强 村 党 组

织 ，引 工 厂 、搞 旅 游 ，带 领 群 众 走 上 了

小康路。琼海市博鳌镇沙美村党支部

经 过 强 化 整 顿 ，村 党 支 部 带 领 群 众 开

展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当 地 成 为 博 鳌 亚 洲

论坛年会外事活动地。

举全省之力
聚四方之才

“有相关部门提供周到的服务保障，

我把更多精力腾出来做好人才资源储备

和建设。”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慧告诉记者。企业落户于洋浦

保税港区，公司总经理、销售副总经理和

贸易公司总经理均来自中国香港，从事

期货套期保值的专业人才来自美国芝加

哥 。 同 时 ，公 司 已 招 录 海 南 本 地 人 才

100 多人。随着多条生产线全面投产，

还将为海南本地人才提供 400 多个就业

岗位。

海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才培养和引进“双轮

驱动”，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

在人才工作上频频出招。

率先成立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率

先成立省委人才发展局、在 12 个重点产

业牵头部门有关处室加挂“产业人才工

作处”牌子……在人才运行架构上，海南

着力构建统一领导、科学决策、高效运行

的党管人才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同

时，制定出台 70 多项人才政策，推动形

成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

政策体系。

统计显示，截至 2021 年 3 月底，海南

省共引进人才 23.3 万多人。

党旗在自贸港建设一线高高飘扬
本报记者 王欣悦

在 海 南 省 农 垦 博 物 馆 ，“ 一 号 讲

解”林旭飞手捧一颗花斑乌亮、鸽子蛋

大小的橡胶种子，介绍着当年创业的

艰辛。这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农垦大

军殷殷报国之情和拳拳赤子之心的生

动注释。

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为了

国防和工业建设，天然橡胶必须实现

自给。但当时首批种植 100 万亩，就需

要 2500 万粒以上的橡胶种子。华侨种

植橡胶 46 年，只留下 59 万株开割树、

低产的实生树和零星的种子树，而且

分 布 在 交 通 极 为 不 便 的 海 南 岛 18 个

县。胶种更是洒落布满荆棘、杂草丛

生的地方。

急难险重处，建功立业时。原琼崖

纵队最能战斗的官兵作为林一师先遣

队抢先进驻老胶园，保护胶园，清理林

段，采集种子。

这 群 最 可 爱 的 人 ，放 下 战 斗 的 武

器，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在没有枪林

弹雨的橡胶园中流血、牺牲。橡胶种子

挂在高高的树梢，包裹在硬硬的果壳

里。种子不成熟，果荚子不裂，种子掉

不下来。果荚子裂了，飞绽的种子又不

知道会掉到哪里。

提早采摘，果子未熟做不了种子；

掉 到 地 上 ，不 及 时 找 到 ，受 潮 膨 胀 变

质 腐 坏 ，也 做 不 了 种 子 。 最 笨 的 办

法 ，就 是 在 树 下 守 候 ，掉 一 个 ，找 一

个，捡一个。

记不清有多少人为了搜集种子昏

在草丛中、倒在道路上，最后被抬回

来 。 有 战 士 被 毒 蛇 咬 伤 昏 迷 不

醒，有战士为了抢运采集下来的

种子，被山洪冲走，献出了宝贵

的 生 命 。 由 此 ，创 造 出 北 纬

18 度 以 北 大 面 积 成 功 种 植

橡胶的中国奇迹。

一 名 党 员 ，一 面 旗

帜 。 一 粒 胶 籽 ，一 片

丹心。一株株苍翠

挺 拔 的 橡 胶 树 ，

凝 聚 着 不 变 的

初心，传承着

艰 苦 创 业

的 宝 贵

精神。

一粒胶籽 一片丹心
周亚军

从贫困户到致富带头人，从普通群众到高票当选村

党支部副书记，在海南省东方市大田镇抱板村，党支部副

书记胡开良是个传奇人物。

这几年，东方市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加

快农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发展起 33 万亩热带特色水

果产业，有效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胡开良带头种了

17 亩 芒 果 ，数 十 户 乡 亲 跟 着 种 芒 果 ，预 计 亩 均 收 益 近

万元。

“像这种很快就能采摘的果，尤其要注意露水斑、

红点病，还要防虫害。”这位皮肤黝黑的 47 岁汉子憨憨

的，有些腼腆，但一到芒果园里，就像换了个人，叮嘱起

果农来。

2012 年，胡开良贷款种了十几亩辣椒，不懂种植技

术又碰上水灾，钱没赚到，贷款也赔了个干净，成了贫

困户。

虽 是 贫 困 户 ，却 没 有 放 弃 。“ 不 是 我 去 激 发 他 ，而

是我被他感染了。”作为胡开良的帮扶责任人，东方市

大 田 中 心 学 校 政 教 处 主 任 符 伟 杰 说 。 胡 开 良 白 天 到

市 里 的 助 农 培 训 班 学 习 ，跟 有 经 验 的 农 民 请 教 ，晚 上

捧着书本学理论，攒着一股子劲儿提升农技。仅仅两

年，就脱贫摘帽，并且主动申请入党，被村民选为村委

会委员。

在当地，干部群众都觉得胡开良不简单：自己刚刚

脱贫，就积极投身村里的扶贫工作，成了扶贫干部最得

力的助手；他负责村里的危房改造任务，自家的危房却

最后一批改造；他总是随叫随到，乐于助人，毫无保留

地分享种植技术，却因服务村子，自己没有精力扩大种

植规模……

胡开良的回答却最简单：“我穷过，知道那滋味儿不

好受，是党让我脱了贫，学会了新技术，所以我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我要带着村民一起富起来。”

东方市大田镇抱板村党支部副书记胡开良

脱贫户变身致富带头人
本报记者 曹文轩

“我们前几次招聘的实习生，一听是分配来五指山，

就直接放弃了。我刚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用不了多

久就会离开，但现在，我待了已经 10 年了。”

王雅是一名党员，担任海南省农信社五指山联社小

额信贷部负责人，也是全省农信系统的先进个人。

扎根山区，常常顶着大太阳走村入户，原本白皙的

皮 肤 ，很 快 变 成 了 小 麦 色 ，但 王 雅 干 得 很 有 激 情 。 她

说 ：“ 小 额 信 贷 部 存 在 的 意 义 就 是 服 务 偏 远 山 区 的 农

民。依托基层党组织，给他们送去创业、生产资金，让

每个农户都享有融资权利。他们的微笑是对我们最好

的肯定。”

过去，五指山市毛阳镇毛栈村委会什购二村的贫困

户王强英住得偏僻。去她家的路上，手机一直没有信

号。王强英的丈夫瘫痪了，她想发展生产，可手里没钱，

也没有人愿意提供担保，一直拿不到银行贷款。王雅为

她发放了 1 万元的贷款。

现在，王强英全家已经把贷款还上了，生活也比原先

有所改善。

王雅放贷款最多的是给贫困户，她觉得这是对脱贫

攻坚最好的支持，是及时雨。

“真的很感谢，如果没有当初的 1 万元贴息贷款，没

有王雅帮着联系养殖专家和养殖户，我哪能过上今天的

好日子。”毛阳镇牙力四村村民黄碧丽说。

从最初的 1 万元，到现在的 20 万元，通过几次贷款，

黄碧丽两口子步入小康家庭，也建起了新房子，正盘算着

把 20 万元贷款结清，通过再贷款来扩大店面，把生意做

大，服务更多的农户。

2010 年，海南启动小额贷款贴息。至 2020 年底，全

省已累计发放农民小额贷款超 700 亿元，累计受益农户

突破 100 万户，累计发放财政贴息资金约 21 亿元。

农信社五指山联社小额信贷部王雅

为农民创业送去及时雨
本报记者 周亚军 朱荣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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