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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澄迈优化环境招大引强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 伟
不久前，山西在全省范围内

为所有个体工商户投保，主要提

供“持续经营保障险、经营财产损

失险、从业人员伤亡险、公众责任

险”等保险保障扶持，受到欢迎。

个体工商户以灵活的经营方

式遍布大街小巷，覆盖人们衣食

住行的各方面，但其从业的稳定

性和保障性并不高；在经营过程

中一旦遇到意外，需额外支出或

赔偿时，往往捉襟见肘，甚至会因

此陷入债务泥淖。山西这份“惠

商保”来得及时且贴心，有助于提

升个体工商户抵御经营风险能

力，保障经营活动持久开展。

在我国，个体工商户是产业

链供应链的“毛细血管”和市场的

“神经末梢”，在稳增长、促就业、

惠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完善法律法规，维护个体工商户

合法权益，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

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稳定和扩

大城乡就业，充分发挥个体工商

户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增强了个体工

商户的发展信心。具体到地方，

要像重视大企业一样重视“小块

头”，明确细化政策措施，让个体

工商户切实感受到营商环境“优

无止境”，政策支持“扶而有力”。

促进个体工商户更好发展，

还需提升措施的系统性和精准

性。个体工商户面临的情况千差

万别，但也有一些共性问题和挑战，在制定政策时，要多听

个体工商户的“真声音”；在办理经营主体登记时，多为个体

工商户提供“好服务”。比如，针对个体工商户反映的经营

场所难找、租金贵等问题，可为其增加经营场所供给，同时

降低使用成本；鼓励和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和社会资金流向

个体工商户，为持续发展“输血”；加大对个体工商户的字

号、商标、专利等保护力度，为公平竞争“护航”；强化兜底保

障，及时纾困帮扶，用有温度的帮扶助其渡过难关。

近年来，随着新技术发展，包括网络直播、电商微商在

内的各类新经济体、新业态不断壮大，其中不乏各类个体工

商户。可针对网络直播、电商微商、新媒体等实施分型分类

培育和精准帮扶，同时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类新经济体、

新业态，建立分类培育“名录库”，有针对性地鼓励个体工商

户发挥自身优势，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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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南澄迈县抢抓自由贸易港建

设重大机遇，以制度集成创新为核心，持续深

化“放管服”改革，围绕数字产业、油气勘探生

产服务业、现代物流、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制

造业和临港经济，推动“六个强县”建设，推进

各个细分赛道上企业落地和可持续发展，持

续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核心竞争力。

2023 年上半年，澄迈全县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225.31 亿元，同比增长 8.5%；社会消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完 成 49.4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6%；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完成 20.62 亿元，

同比增长 41.38%；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完成

50.27 亿元，同比增长 10.2%。

数字经济赋能

充满设计感的写字楼、绿意盎然的长廊、

波光粼粼的湖面⋯⋯在有着“微城”之称的澄

迈县海南生态软件园内，花园式办公环境随

处可见。该软件园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和海南省政府按照“政府支持、市场

化运作”模式共同打造，总体规划面积 15.58

平方公里，是海南自由贸易港 13 个重点园区

之一，已有 1.4 万家互联网科创企业落户，

2022年营收超 2300亿元，税收超 152亿元。

“作为海南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和

平台，海南生态软件园重点发展‘一区三业’，

‘一区’即创新国家区块链试验区，‘三业’为

数字文体、数字金融、数字健康三个产业方

向。”海南生态软件园传播部品牌经理吴月明

说，“园区正打造基于数据驱动的线上线下一

体化产业聚合运营平台，当前正以数字健康

为首个场景切入探索数据要素化，实现数据

赋能与变现，推动数字化重构行业生态。”

华为、腾讯、百度、字节跳动⋯⋯众多重

点企业的落地，让园区的人才密度不断提

升。“县里设立了专门的数字产业引导基金，

对专精特新企业开展点对点精准招商。”澄迈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占兴双说，“为了让

企业‘留得住’，澄迈县整体规划、建设了集办

公、娱乐、教育、休闲、医疗于一体的‘15 分钟

生活圈’，打通了审批服务‘最后一公里’，企

业‘办事不出园’，入驻性项目实现‘零审批’。”

在中国电子联合创新研究院会议室，解

决方案与验证部主任方鲁杰正和团队探讨行

业国产化推进过程中的关键核心技术，这支

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的团队落户海南 3 年来，

已完成交通、能源、航天航空等领域多项国产

自主计算体系兼容适配和关键技术突破。

此外，借助创建国内首个“国家区块链试

验区”契机，园区聚集超过 1500 家数字健康

生态企业，涵盖医药电商、药械数字供应链、

数字医疗服务及保险等产业链，为海南自由

贸易港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布局油服基地

位于海南省澄迈县马村港区油服基地内

的中海油海南码头岸线总长 1530.6 米，陆域

面积达 1003 亩，共有 13 个泊位，是海南自由

贸易港唯一的南海石油勘探开发生产服务基

地，同时也是中海油建设“南海万亿大气区”

的重要支撑。

在海南码头智能生产指挥中心，荧屏上

码头和船舶的动态数据实时更新，工作人员

远程进行监测和调度管控，通过实时采集生

产数据、结合 GIS 地图应用实现船舶作业任

务的精准化、可视化，提升调度生产效率。

近 7000 平方米的海南仓储物流中心智

能化仓库内，操作员一个指令，机器便把 12

米长的管材从货架上平稳地推送至出库接驳

点。“仓储中心采用智能仓储控制系统，仓库

管理人员可单人单机同时操作多台堆垛机、

AGV 小车，高效精准完成物资存取、物品摆

放、货物分拣等操作。”海南中海石油码头有

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刘彦昭说，较传统仓储模

式，智能仓储中心拣货平均效率提升约 50%，

拣货准确率高达 99.97%。

“南海广袤，油气资源丰富。澄迈油气勘

探生产服务基地（以下简称油服基地）是保障

南海资源开发与服务的前沿基地。”澄迈县委

书记尹丽波表示，“油服基地是海南自由贸易

港先导性项目之一，承担国家重大战略的服

务保障功能，规划范围 9.76 平方公里，划定了

技术服务、工程服务、后勤保障和现代服务

业 4 个产业功能组团。”

2018 年以来，澄迈县锚定“建成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后勤服务基地、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地和海上高新技术企业研发

制造集聚地”建设目标，制定出台《澄迈县建设

油气勘探生产服务基地行动计划（2018—2035

年）》，加快培育油服产业。同时，组建“油服”工

作专班，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和油气服务

核心业务等工作落实落地。

聚焦“招大引强”，目前入驻油服基地企

业超 120 家，中海油服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工

程技术产业园、海南莱佛士油田基地等 17 个

项目落户油服基地。“目前基地已实现营业收

入 54 亿元（含油气相关行业），2023 年力争实

现营业收入 80 亿元。”海南老城科技新城油

服产业服务专班副组长聂程韬说。

据悉，到 2025 年，澄迈将基本形成以油

服核心产业为主导、以生产性服务产业为配

套支撑、覆盖海洋油气勘探开发生产各环节

的完整产业链条，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促进

海南自由贸易港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实施极简审批

“拿地即开工”审批模式让项目建设跑出

“加速度”，“设立工作专班”保障重大项目落

地，“工程项目管家”助推项目建设⋯⋯澄迈

县高度重视服务企业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在海鹏自贸港生态食品产业园项目建设

现场，工人正加紧作业。“我们选择布局在老城

科技新城，主要是看好新城区位优势，拿地后

就立马开始园区一期建设，今年10月份将建成

投产，打造集产品展示、产业观光、食品学院、

网红直播、‘产学研用’成果转化于一体的食品

产业集群地。”海南大鹏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杨坤介绍，产业园建成后日产团餐 10

万份、净菜 60吨、预制菜 6万份，将成为产业园

区的标杆性项目，打造海南从田间到餐桌绿

色、健康、营养的食材供应链体系。

近年来，澄迈构建五级书记抓营商环境

工作机制，实施“极简审批”“一网通办”“一窗

综办”等多项审批制度改革，积极创新园区管

理体制机制，及时下放审批事项和管理权限，

最大程度实现“园区说了算”。

2023 年 3 月，澄迈金马物流园区与老城

经济开发区、生态软件园合并成为老城科技

新城，实行“一城三园”管理模式。目前老城

科技新城临港物流供应链产业加速崛起，成

功引进多家世界 500 强或行业前五企业落户

园区，现代物流产业集聚效应初步形成。

海南（澄迈）金马现代物流中心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王大聪介绍，截至目前，园区成功引

进 34 家物流项目，已投产项目 14 个，在建项

目 11 个。今年 1 月至 7 月，老城科技新城现代

物流产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约 75 亿元，预计

全年园区现代物流业营业收入可达 100亿元。

福山油田 CCUS 项目投产运行，未来有

望成为实现“双碳”目标低成本高效率的路

径。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量质齐升，“6+2”特色

品牌农业种植面积达到 17.16 万亩，无核荔

枝、澄迈福橙获双地理标志，澄迈县入选 2021

年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筹建名单。

尹丽波表示：“经过多年努力，澄迈营商

环境明显优化，成为推动发展的优势力量，澄

迈县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构建以信用

为核心的市场监管体系，推动诚信政府、服务

型政府建设，促进营商环境更加规范有序，让

营商环境成为澄迈高质量发展的突出优势。”

渔 家 小 店 人 气 旺
眼下秋意渐浓，正是出游好时节。位于上海

市金山区山阳镇的金山嘴渔村，每天都会迎来一

拨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在渔村土生土长的姜水芳老人想不到，昔日

的小渔村竟变成了如今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更出乎意料的是，她因 50 年前当过民兵的经历，

被上海山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选中，成为红色志

愿者，为游客讲述当年保家卫国、艰苦训练的故

事。“我能发挥余热给大家介绍我们渔村的故事和

经历，很有意义。”姜水芳说。

10 多年前，金山嘴渔村只是沪郊一个默默无

闻的渔业村。近年来，借着和美乡村建设的东风，

金山嘴渔村聚焦乡村振兴、文旅赋能，积极探索实

践乡村旅游新模式，通过修缮粉刷、线缆入地，环

境面貌整饬一新，渔民老宅、渔家茶室、渔民画工

作室、海渔文化馆、舢板船博物馆等场馆相继建

成，古老渔村焕发出新活力。

金山嘴老街“沈家点心店”店主沈桂蓉是第一

批尝到甜头的人。此前开理发店的沈桂蓉，从渔

村要开发景区的传闻中“嗅”到了商机，在老街上

卖起了海棠糕和海鲜萝卜丝饼，由于味道好、有特

色，很快赢得了市民游客的好评。如今，“沈家点

心店”成了金山嘴老街的网红打卡点。

位于海鲜一条街上的“海妹子”饭店，经营者

是渔业村 2 组村民吴佩燕，她的家人曾世代以捕

鱼为生，如今上岸后，便聚在店里帮忙。凭着一家

人的用心经营，“海妹子”饭店生意越来越好，店面

也从 300 平方米扩至 500 平方米。

小渔村人气日渐聚集，

不少人来此兴业投资。渔村

景区的商业气息逐渐浓厚，

经过渔村的沪杭公路海鲜一

条街上的饭店鳞次栉比，特

色民宿涌现，在丰富景区业

态的同时，也唤醒了渔业村

“沉睡”的农房资源，村民的

财产性收入大幅提升。

“我家出租了两栋房子给艺术家开工作室，一

年租金加起来有 9 万多元。”村民姜永青说，“现

在，我们村里很多人把自己的房屋租出去，生活水

平也提高了。”

山阳镇渔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谢彬

彬说，金山嘴渔村现有餐饮、民宿和小商户等经营

主体 130 多家，渔村用于经营的房屋一部分由村民

点对点出租给经营户，村民拿租金、生活更安心。

上海山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经

理计民表示，未来，金山嘴渔村将借着滨海国际旅

游度假区开发建设的东风，进一步开发西街，深入

挖掘海渔文化，不断发展生活习俗经济和博物馆

体验经济，并将众多渔村节庆活动串联起来，让渔

村人气更旺、环境更美、文化更浓、村民更富。

□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图为中国海油图为中国海油““深海一号深海一号”。”。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