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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北港岛，海风拂面，汽笛声声，游

客络绎不绝。

渔船靠岸，卸下满仓渔获。海鲜店老板

饶朝明一早便等在码头，待鱼虾落筐，挽着袖

子上前挑拣。附近在沙滩拾贝赶海的游客们

也凑过来，挑选新鲜海货。“游客多，生意好，

忙不过来了！”饶朝明喜眉笑眼。

这里曾经是一座孤岛，人迹罕至、土地贫

瘠。岛上的北港村是海南省海口市唯一的岛

屿行政村，位于海口东北部的近海，东与文昌

市铺前镇、西与海口市演丰镇隔岸相望。村

民 2000 多人皆是渔民，每日捕鱼摇橹运到市

里，既折腾又难卖上好价钱。

2019 年 ，海 文 大 桥 建 成 ，一 桥 跃 两 岸 ；

2021 年，北港岛互通工程通车，天堑成通途。

通过上桥匝道，无论到海口还是文昌，都是

“一脚油门”的事。北港村村民们结束了 400
多年来靠船出行的历史，开上轿车，盖起楼

房，还吃上了旅游饭，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便民路——
“楼房像雨后春笋一样

冒出来了”

如今，从海口江东新区驱车前往北港村，

先上海文大桥，再下北港岛互通匝道，只需 10
分钟的车程。

若放在几年前，走这趟路得先开车绕过

整个东寨港，到文昌市铺前镇，再从渡口换乘

渡船上岛，路程足足多上 10 倍，多花 4 个多小

时。那时，村民日均出行 450 人次，渡船每次

最多坐 31 人，一天要发船近 40 趟次。

过去，对北港村村民来说，要盖房，运材料

可不是易事。建一栋二层小楼，把材料从文昌

市运到北港村，得把材料装袋装船，到了岛上

再卸货，需要运 30趟船，4个多月才能建好。

10 年前，村民陈才霞建水泥房的时候，所

有的材料都靠货船运进岛，运输费几乎高过

材料费。

而眼下，进出岛的路一通，水泥再也不是

“奢侈品”了。

北港村村民、村委会原主任陈奕军掰起

手指算账：一辆小货车能装 6 吨沙，运一回抵

得上两趟船；两个月就能建好一栋房，花费还

少 了 一 多 半 。 现 在 ，家 家 户 户 都 盖 起 了 新

房。“就好像一夜之间，楼房像雨后春笋一样

冒出来了！”他感慨道。

不再闭塞的北港村，由里到外都焕然一

新。垃圾清运车开上岛，生活垃圾“日产日

清”；村里通了自来水，村民们用水方便多了。

政府先是出资修建了 4.9 公里长的环岛

路，如今又着手改造起村里的土路。据美兰

区乡村振兴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北港村巷道

硬化铺设项目共铺路 7135 米，投资额为 600
万元，今年 2 月底已经全部完工。

“家门口踩了半辈子泥，没想到能过上

‘出门硬化路，抬脚就上车’的生活。”村民陈

琼艳满是欣喜。

“小岛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热闹啦。以前想

都没想过这样的好日子！”陈奕军乐呵呵地说。

幸福路——
“娃娃们都能去镇里

读书了”

两年前，海文大桥北港岛互通工程通车

的那天，村民们喜气洋洋，北港小学的老师陈

奕雄心情却有些复杂。

“学校里没有学生，马上就要被撤并了。”

陈奕雄叹了口气。他是土生土长的北港人，

18 岁离家打拼成了一名水手，2004 年回到家

乡教起书，领着每个月 600 多元的薪水，一干

就是十几年。

从前北港岛交通不便，如果小孩想去铺

前镇上学，得每天凌晨 4 点起床，光乘渡船就

要花上个把小时。孩子没处读书，村民喊着

“上学难”，政府便设立了北港小学。

这些年，随着生活改善，越来越多的父母

选择将孩子送往海口、文昌办学条件更好的

学校，北港小学的学生逐渐流失。直到 2021
年被撤并前，仍有 4 名老师坚守在岛上执教，

学生却只剩下了 3 个。

“匝道一通，就知道要告别了。”陈奕雄虽

不舍，但更多的还是高兴，“现在，从岛上搭车

到镇里用不到 20 分钟，再也没人喊‘上学难’，

娃娃们都能去镇里读书了！”

一桥飞跃天堑，连通两座城市，也连着北

港岛，连着民生民心。

“过去大家有三怕，一是怕出行，二是怕

生病，三是怕台风。”如今北港人不再害怕出

行，教育条件好了以后，又开始关心起医疗和

台风问题。

作为岛上唯一的村医，陈明富在北港村

卫生室干了 20 多年，对岛上医疗条件的改善

感触最深。

“早先医疗物资靠货船补给，几天一送，

常常匮乏、紧缺。村民生了急病，救护车只能

停在对岸的码头，等渡船载患者过去。”陈明

富说，如今路修到了家门口，他随时可以开车

到市区领取新一批医疗物资，救护车也能直

接开进村里。村民们小病不用出岛，急病也

不再恐慌。

北港岛临海，最怕的就是台风。

村民饶朝泰告诉记者，过去只要一到台风

季，北港岛就海水倒灌、停水停电、一片狼藉。

这些年，政府一方面加大了对北港村的基

础设施建设，高标准建设避风港，推进防潮堤

加高加固工程；另一方面积极推进红树林保护

修复工作，利用海岸带生态系统防潮御浪、固

堤护岸，抵御台风灾害的能力显著提高。

“能在台风夜睡个好觉，日子越过越舒

心！”饶朝泰说。

发展路——
“吃上旅游饭，不愁没

人来”

放在过去，饶朝明从没想过自家也能吃

上旅游饭。祖祖辈辈都是渔民，挣钱盖起二

层小楼，已经是周围人都羡慕的好日子了。

“通桥那年，岛上头回来了游客，但当时

村里没人做旅游。”饶朝明见着商机，果断将

自家房子规划装修，开起了海鲜店。游客赶

海 挖 到 鱼 虾 蟹 ，可 以 直 接 拿 来 店 里 加 工 享

用。“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生意根本忙不过来，

收入很可观！”

北港村村委会委员陈文东介绍，来北港

岛的游客，基本都是奔着赶海和观鸟而来，

“以前是交通不便没人知道，现在路一通，每

逢假期都堵车呢。吃上旅游饭，不愁没人来，

还怕人太多！”

路一通，思路也通了。“现在游客有地儿吃

饭了，想过夜却没处住。咱家早年间建起了三

层小楼，有些闲置的屋子。现在也想改造成民

宿，在家门口就能挣钱。”陈才霞说。

下午 4 点，游客仍然络绎不绝。记者环

岛而行，北边潮来潮往，南边则是成片的红

树 林 。 潮 水 渐 退 ，滩 涂 上 爬 出 打 洞 的 相 手

蟹，弹涂鱼顾自跳跃，四处都是鼓虾发出的

“咔咔”声响。成群白鹭或隐于枝间、或歇在

滩 涂 。 不 远 处 ，一 座 高 高 的 观 鸟 台 正 在 修

建中。

这些年，北港村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大力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强化环境

综合整治；同时贯彻落实海南省有关休闲渔

业发展的要求，鼓励渔民转产转业，推动近海

养殖清退工作。曾经的穷渔村，如今已是“两

岸红树夹古津”。

人气旺，还得配套足。

眼下，由美兰区乡村振兴局牵头的北港

渔村乡村振兴项目已经施工过半。

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共建设 6 个项目，

其中包括在原北港小学闲置场地建设一座面

积 2400 平方米的游客集散中心、铺设沥青及

道路硬化项目等。

“以前北港是伶仃孤岛，现在却成了两座

城市间的通衢。”北港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长符少飘这些天格外忙碌。村

民们有新的发展想法、乡村振兴项目细节要

落实，周围的村子也想来学习，符少飘的电话

总是响个不停。

远处，阵阵海浪拍打着防潮堤，忙着赶海

的渔民、游客抬头看去，海文大桥凌空飞渡，

桥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

题图：海文大桥北港岛互通工程全景图。

图①：执 法 巡 逻 车 行 驶 在 硬 化 后 的 村

道上。

图②：大桥通车后，村民驾车到海口市

购物。

图③：北港岛沿海滩涂上，游客在赶海

拾贝。

以上图片均为王聘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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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桥跃两岸，孤岛连双城，海南省海口市北港村—

海岛路通 幸福花开
本报记者 孙海天

■倾听R

海口市美兰区北港村，位于
孤岛北港岛上，从前村民进出岛
都靠坐船。2019年，海文大桥建
成；2021年，北港岛互通工程通
车。一桥跃两岸，天堑成通途。

村民们结束了 400 多年来
靠船出行的历史，建起了新房
子，吃上了旅游饭，教育和医疗
条件大为改善，生活越来越有奔
头。近日，记者走进北港村，近
距离探访两年来的新变化。

核心阅读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

教育部发布《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就依法严格执行犯罪人

员从业禁止制度，进一步加强司法保护与学

校保护、社会保护的衔接作出了规定，切实保

护未成年人。来自最高法的数据显示，《意

见》施行两个月内，全国各级法院就一审审结

此类案件 201 件，判处 202 名被告人终身禁止

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意见》规定，教职员工实施性侵害、虐

待、拐卖、暴力伤害等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

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判决禁止其从

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从业禁止的意义，在于尽可能预防针对

未成年人的伤害。”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

究中心主任佟丽华介绍，为切实贯彻最有利

于未成年人的原则，突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

优先保护，搭建未成年人保护的“隔离带”和

“防火墙”，要严格执行终身禁业制度，优化未

成年人成长的周边环境。

“此前，在法院判决时，引用刑法作出从

业禁止判决的情况更为普遍。”佟丽华表示，

《意见》从法院判决的角度，明确要求各地引

用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规定进行判决，进一

步强化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权威性，更有利

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贯彻实施，确保有效落

实从业禁止制度。

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守的是

社会底线。最高检数据显示，5 年来，从严追

诉性侵、虐待、暴力伤害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29 万人。

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发现难、发现晚

的问题，最高检会同教育部、公安部等建立侵

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

位入职查询制度，被纳为法律规定。5 年来，

已通过强制报告追诉犯罪 5358 件，对不予报

告的督促追责 719 人；推动入职查询 2003 万

余人次，不予录用 1830 人，6814 名有前科劣

迹人员被解聘。

“近年来，随着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的实施，确立了家

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

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检

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李静宜表示，未成年

人保护法律制度落地落实，未成年人保护力

度不断加大。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未成

年人实施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也呈现新

的复杂情况，警醒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须与时

俱进、法治建设须不断加强。“例如数字时代，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面临新问题新挑战，如何

更有效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需要法治不断

完善。”佟丽华说。

严格落实从业禁止制度，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织牢织密未成年人法治保护网
本报记者 魏哲哲

本报北京 3月 22日电 （记者欧阳洁）近日，中国银保

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通报 2022 年第四季度银行业保险

业消费投诉情况，涉及信用卡业务投诉 29981 件，占投诉总

量的 43.1%；涉及个人贷款业务投诉 28545 件，占投诉总量

的 41.0% ；涉 及 理 财 类 业 务 投 诉 4476 件 ，占 投 诉 总 量 的

6.4%。

通报指出，在涉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投诉中，信用卡

业务投诉 7251 件，占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投诉总量的 33.6%；

个人贷款业务投诉 9625 件，占投诉总量的 44.6%。在涉及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投诉中，信用卡业务投诉 19673 件，占股

份制商业银行投诉总量的 75.0%。

通报同时指出，2022 年第四季度，财产保险公司涉及

理 赔 纠 纷 投 诉 5859 件 ，占 财 产 保 险 公 司 投 诉 总 量 的

76.20%；涉及机动车辆保险纠纷投诉 3557 件，占财产保险

公司投诉总量的 46.26%；涉及新冠疫情相关保险等财产险

其他保险纠纷投诉 1686 件，占比 21.93%。

通报指出，2022 年第四季度，人身保险公司涉及普通

人寿保险纠纷投诉 7593 件，占人身保险公司投诉总量的

52.37%；疾病保险纠纷投诉 2614 件，占比 18.03%。

银保监会通报去年四季度消费投诉情况
涉及信用卡业务投诉占43.1%

本版责编：纪雅林 臧春蕾 崔杨臻

本报上海 3 月 22 日电 （记者谢

卫群）记者从上海浦东新区 2023 年度

重大工程建设动员会上获悉：2023 年

全年，浦东新区将安排重大工程 488
项 ，年 度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将 达 1608 亿

元。其中，财力投资重大工程 376 项，

年度固投 210 亿元，计划开工 66 项、竣

工 50 项。

浦 东 新 区 建 交 委 主 任 李 树 逊 介

绍，重大工程将聚焦以下 4 个方面。

提升综合交通能级。全年推进重

大交通项目 210 项，完成固投不少于

125.64 亿元。保障 5 项铁道轨道项目

26 个点位按时交地，确保 S3、杨高路、

沪南公路等 30 项交通项目建成，实现

周邓公路、外环东抬等 28 项交通项目

进场施工，进一步提高综合交通体系

效能。

支 撑 重 点 区 域 发 展 。 重 点 服 务

“ 金 色 中 环 发 展 带 ”，计 划 新 开 工 41
项，累计开工项目占入库项目总数九

成。加快实施“科学之门”、国培、金

鼎、浦东足球场周边等项目，推动前

滩、张江、金桥及沿线五大潜力地区进

一步出形象、出功能，为浦东打造高品

质城区提供重要依托。

提高民生供给品质。加快“两旧

一村”改造，推进各类项目 500 个，完

成不成套公房改造 1100 户、“城中村”

改造 54 个（受益居民超 1 万户）；推进

住房保障，确保征收安置房开竣工各

150 万平方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着

力加快滨江森林公园二期、金海湿地

公园建设，实现第八轮环保三年行动

计划圆满收官。

强化创新驱动发展。资源性指标实现当年项目应供尽

供、次年项目应配尽配、五年项目应保尽保，保障储备项目尽

早出库、提早开工。根据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进

一步简并环节、容缺要件、前置认定、提前签约、先行交房，助

力重大工程加速落地。

2022 年 ，浦 东 新 区 465 项 区 重 大 工 程 完 成 年 度 固 投

1518 亿元，其中，297 项财力投资重大工程完成年度固投

206 亿元，沿江通道等 61 项工程开工建设，东西通道等 43
项工程建成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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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天津 3 月 22 日电 （记者龚相娟）3 月 21 日下午，

“京津冀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高峰论坛暨“国资国企行业

信创适配中心”建设启动仪式在津举办。来自京津冀三地

的各行业国有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就“京津冀国企数字

经济协同发展”开展深入对话，以会兴业，共谋发展。

会议指出，加快推动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是把握

新一轮发展机遇的战略选择，更是深化京津冀产业协同发

展、打造新的“增长极”的重要举措。

天津把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融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

局，积极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引导数字经济服

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国有企业完善创新体系，增强

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力，打造原产技术策源地。

论坛上，9 位专家、企业家围绕“京津冀国企数字化转

型”进行了主旨发言。

京津冀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高峰论坛举办

本报呼和浩特 3月 22日电 （记者张枨）近日，记者从

二连海关获悉：自 2013 年首列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截至今

年 3 月，经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累计货运

量已突破 1000 万吨。

10 年来，作为中蒙最大陆路口岸的二连浩特口岸中欧

班列开行线路已达 66 条，国内辐射华北、华中、华南等地

区，始发地由郑州、成都等中西部城市发展到厦门、东莞、上

海等 60 多个城市，境外目的地由德国汉堡、荷兰鹿特丹扩

展到波兰华沙、俄罗斯莫斯科、白俄罗斯布列斯特等 10 多

个国家的 60 多个地区。进出口商品包括板材、纸浆、氯化

钾、原木、服装鞋帽、机电产品、汽车整车及配件等千余种。

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口岸中欧班列始终保持满载状态，

前两个月的载货量较 2022 年同比增长了 13.4%。

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中欧班列
开行 10年累计货运量超千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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