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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力明显提升 封关工作扎实推进

海口自贸港核心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5 年来，海口市

致力城乡统筹，绘就

奋进的“实景画卷”，

基础配套更加完善。

图为由海南机场投

资、中建三局承建的

海南中心项目。

CNSPHOTO提供

本报记者 李祥

“争做‘示范表率’、浇筑‘厚实

基座’、注入‘源头活水’、绘就‘实景

画卷’……”近日，在“蓬勃兴起自贸

港—机遇海口活力海口” 专场新闻

发布会上，海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邓立松表示， 海口作为海南自贸

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加快海

南自贸港建设中发挥着示范引领、

辐射带动的重要功能。

2018 年 4 月，党中央决定支持

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

持海南逐步探索、 稳步推进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5 年来，海口市锚定海南“一本

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在省委省

政府正确领导下， 推动海南自贸港

核心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海口将

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紧扣稳农业、

强工业、扩内需、促开放，加快推进

海南自贸港核心区和现代化国际化

新海口建设，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海口篇章。

5 年来， 海口市地区生产总值

年均增长 6.5%，2022 年达 2134 亿

元，占全省比重 31.3%；固定资产投

资 2022 年占全省比重 31.5%；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6.2%，占

全省比重 44.2%； 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年均增长 6.9%；城镇和农村

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5.5%、8.2%。

随着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海

口 市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年 均 增 长

232% ， 新设外资企业年均增长

107％；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年均分

别增长 23.7%、14.5%； 经济外向度

5年提高 13.3 个百分点。

5 年来， 海口市的现代产业体

系加快构建， 四大主导产业持续壮

大，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1.3 倍；房

地产市场调控成功闯关， 经济结构

不断优化， 产业投资占比从 12.6%

提高至 27%，工业投资从 7.3%提高

至 12.8%。 四大重点产业园区以不

到 10%的土地， 贡献了 46.9%的投

资、41.3%的税收。

5 年来， 海口市全面实施扩权

强区改革， 聚焦 12 个领域下放 82

项市级事权； 完成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编制，启用“三区三线”成果。在营

商环境优化方面， 海口市全面提升

一体化政务服务水平，“零跑动”服

务事项全程网办率达 88.3%。 5 年

来，海口市新增市场主体 135万户，

占全省比重 62.7%， 市场主体规模

增长 5.1 倍；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

长至 965 家，增长 3.7 倍；专利授权

总量增长至 7760 家、 增长 5.4 倍，

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城

市、 国家区块链创新应用综合性试

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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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光机安装，车辆道闸安装，岗

亭、 地磅建设……走进海口秀英港

对外开放口岸升级改造和“二线口

岸” 查验设施设备改造项目施工现

场，百余名工人正紧张作业。

据了解， 作为海南自贸港第一

批封关硬件项目， 该项目预计将于

8月完工。

海口市致力自贸港建设， 浇筑

好奋进的“厚实基座”，封关运作准

备工作扎实推进。 目前，9个封关运

作项目全部开工建设，6 个非设关

地反走私综合执法站加快建设，计

划今年内全部竣工；自贸港“二线”

重要口岸———新海港客运综合枢纽

即将建成投用； 琼州海峡港航一体

化稳步推进， 两岸航运资源完成整

合。同时，海口市实现跨境电商出口

监管全模式， 通关时效达到全国领

先水平。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海口

市高效承接 27项自贸港“首单”业

务落地，拓展“一线放开、二线管住”

进出口管理制度试点，15 家加工增

值免关税企业顺利备案，9 家建成

投产。 2022年三张“零关税”清单进

口货值增长 43.2%；15%所得税政

策个人、 企业享惠面分别增长

100%和 16.6%。 海口市连续三年服

务保障消博会成功举办， 高水平对

外开放加快推进。 美兰机场二期建

成通航，旅客吞吐承载能力提升 1.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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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来，海口市致力城乡统筹，

绘就奋进的“实景画卷”，基础配套

更加完善。 当前，海口市主城区“四

横五纵”骨干路网基本形成，G15 沈

海高速海口段竣工； 开通全国首辆

高铁公交化市域列车； 优化调整公

交线网，总线路从 96 条增加至 151

条；探索走通城市更新模式，改造老

旧小区 873 个， 建设安居房 28264

套。

5 年来， 海口市城乡品质跃升

提档，海口湾演艺中心、五源河体育

场、西秀公园、海瑞文化公园等陆续

建成投用， 海口湾、 西海岸全线贯

通，云洞图书馆、天空之山等城市驿

站建成迎客。

同时， 海口市农村人居环境持

续改善， 实现 100%自然村通硬化

路、100%建制村通客车， 建成特色

产业小镇 9 个、 星级美丽乡村 54

个，生态质量保持领先。

海口市坚决落实中央环保督察

和国家海洋督察整改工作， 获评全

国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 河湖长

制管理平台入选全国基层治水十大

经验。 海口市还推广新能源汽车

12.8 万辆，保有量占有率达 12.1%，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江农场红

树林修复项目实现全省首单蓝碳生

态产品交易突破。此外，海口市还荣

获首届生态中国湿地保护示范奖、

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

海口市致力民生福祉，5 年累

计投入民生支出 1014.6 亿元，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71.5%； 坚持

每年办成 10 件民生实事，新增就业

21.3万人， 城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

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5.5%、8.2%。 在

推动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方面， 海口

市引进优质中小学教育品牌 9 所，

新改扩建中小学校 39所，增加中小

学校学位 4.63 万个；海南省中医院

江东院区等建成投用， 海南省人民

医院南院、 海口市人民医院西院等

一批三甲医院加快建设，构建 15分

钟城市健康服务圈、30 分钟乡村健

康服务圈。在加强社会治理方面，海

口市创建城乡基层治理示范点 16

个， 秀英区通过全国农村社区治理

实验区评估， 市民游客安全感和满

意度指数逐年上升。同时，有效防范

意识形态、税收、房地产项目等领域

风险， 建立跨海峡反走私协作共同

体。

基础配套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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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湖里街道：多元共治 引领垃圾分类新风尚

本报记者 钟瑜 颜祥子

今年年初， 厦门市湖里区以全

省第三的成绩通过福建省生活垃圾

分类示范区验收考核。 作为改革开

放前沿、特区发祥地的湖里街道，近

年来通过织就“线上线下”宣传网、

设置常态化监督机制、 完善和提升

点位改造等措施， 创新模式发挥优

势，精准破解城中村、老旧小区、无

物业管理小区在垃圾分类上的痛

点、难点，实现垃圾分类知晓率达到

100%，参与率达到 98%，准确率达

到 90%。

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是个系

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发力、精准施

策、久久为功，需要广大城乡居民积

极参与、主动作为。记者从街道的三

个垃圾分类点的升级改造出发，从

小切口剖析湖里街道如何探索多元

共治城市治理， 引领垃圾分类新风

尚。

打造城中村智慧样板

后浦社城中村承载着许多来厦

奋斗者的梦想。去年以来，后浦社的

居住环境在湖里区智慧综合管理下

明显提升， 智慧垃圾屋与红砖辉映

成为村中一景。

后浦社位于“夹缝地带”，巷深

路窄， 人口流动性大、 垃圾清运困

难， 曾是垃圾分类中难啃的“硬骨

头”。于是，后浦社为垃圾桶装上“眼

睛”， 摄像头捕捉违规视频影像；接

入“大脑”，依托湖里城中村智慧系

统平台端口发挥 AI 分析功能，识别

垃圾暴露、 垃圾满溢等情况； 植入

“嘴巴”，将预警事件推送至社区、城

管、物业、商户等多方，及时纠正，形

成处置闭环。

记者在由危房改造的智慧站房

看到， 智慧城中村—后浦社系统平

台在这里通过大屏幕直观呈现。 在

市容市貌管理一栏显示着村庄全景

图， 两侧展现各点位监控及事件进

程。“该系统打破了以往单纯依靠人

工督导分类的方式。”智慧湖里运维

部副经理李汶鸿告诉记者。

智慧平台迅速在垃圾分类领域

投入应用， 离不开社区网格员及垃

圾分类专员在前期所做的大量工

作。几年来，他们通过定时定点定人

督导、“三顾茅庐”入户上门督导、房

东居民社区多方联合宣传引导等方

式，让垃圾分类落地。 此外，社区还

创新“互联网+绿色回收”模式，解

决可回收桶被拾荒者“二次翻炒”问

题。

住在后浦社 30 余年的党员代

表方志高日常担任垃圾分类志愿

者，并主动入户宣导。他说：“以前垃

圾桶苍蝇横飞、臭气熏天，如今在社

区党委牵头下， 村民自治建立全方

位宣传体系，让垃圾分类更规范、环

境更清新，我感觉很自豪。 ”

对于垃圾分类专员王明兰、林

小梅而言，看到居民素质提升、环境

变好， 她们打心底高兴。 王明兰表

示：“起初因为垃圾桶口较小， 许多

厨余垃圾会被直接倒在垃圾屋前，

既不卫生也不美观。 在多次上门督

导后， 现在居民会做到垃圾进袋再

投放，整体干净许多。社区接入智慧

系统后，乱丢垃圾精准到户，提高了

入户督导的效率。 ”

智慧赋能、 居民共治、 模式创

新， 后浦社成为厦门市城市治理示

范点， 为城中村垃圾分类治理提供

智慧样板。

合力共建“最美点位”

环境优劣与否， 居民最有发言

权。在居民投票下，塘边社城中村的

豪景阁小区获评 2022 年度厦门市

“最美垃圾分类投放点”。

豪景阁作为空中花园小区，原

先的空中垃圾桶被腾挪到小区后花

园入口处，绿意盎然间，挡雨棚、栅

栏的色调与围墙砖瓦统一。“垃圾投

放点”氛围古色古香，色彩亮丽的垃

圾分类指南置于垃圾桶上， 地下新

铺设的瓷砖干净透亮，“最美点位”

名副其实。

自 2017 年全市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以来，豪景阁小区率先推进、先

易后难、 以点带面进行垃圾分类试

点，豪景阁垃圾分类专员何洁表示，

“小区从垃圾点位选点设点到‘最美

点位’的呈现，历经了多番协调、磨

合和探索。‘最美点位’由社区、小区

党支部、业委会、居民等多方共同打

造。 ”

最初，为方便居民投放垃圾，小

区把垃圾分类投放点位设在夹层

处，因上下楼有两层台阶，垃圾转运

困难且耗损器材。 2018 年，为解决

该难题， 小区业委会自费在高处安

装转运滑道，但增加了倒塌风险，滑

道还变成孩童玩耍的“滑梯”，造成

安全隐患。

瓶颈难题迟迟未解决， 小区党

支部、业委会、物业持续探索，“三级

联建”合力攻坚，于 2021年 12月底

协商重新选点建垃圾屋并自发筹

建，共计投入近 4万元。

牵头筹建新点位的小区党支部

书记罗得喜告诉记者：“我住在豪景

阁小区有 20年了，经常关注周边环

境并思考如何破解垃圾转运难、卫

生差的问题， 考虑到后花园有地块

可设置点位， 便主动向业主征求意

见、筹款，大部分业主比较支持。 ”

定点后， 罗德喜积极规划制作

装饰，贴瓷砖、设标语、定制古风挡

雨棚， 让垃圾点位成为花园美景。

“因为不愿让居民听到‘垃圾’脑海

中浮现的是脏乱差的印象， 所以想

把投放点建得漂亮些， 让整体景观

绿化提升与花园浑然天成。 垃圾点

位投用后，业主都很满意。 ”

同时， 豪景阁小区还通过党建

引领， 依托志愿者和居民骨干开展

入户宣传和垃圾分类现场指导，把

物业公司配合度纳入年终考核评定

中，执行双向导制。 在志愿者劝导、

垃圾点位美化升级下， 小区居民垃

圾分类意识明显提高， 垃圾分类准

确率稳步上升。

由豪景阁小区“垃圾点位”的

“进化史”可以看出，在党建引领下，

小区居民主动参与环境自治， 为小

区提升谋点子、拓新路，折射出湖里

街道在城市综合治理中“以人为本”

的宗旨。

无接触投放成效显著

垃圾投放点变身漂亮的垃圾分

类收集屋， 也成为邮轮港二期小区

的一道风景线。 记者在新港社区的

邮轮港二期看到，该小区的垃圾“入

住”了可无接触投放的“新屋”。

小区物业主任李良琼介绍，原

先在每栋居民楼门口放置敞开式垃

圾桶，后又整合为两个集中点，但敞

开式垃圾桶会滋生臭味， 较难达到

垃圾分类效果。去年，在新港社区支

持下，垃圾投放点升级为垃圾屋。

新的垃圾屋外观简洁， 与周边

绿化带融为一体， 每处投放口下清

晰简明地印制相应的常见垃圾图

案。记者参观垃圾屋时，前来倒垃圾

的居民张先生表示：“我在附近住了

快 10年， 以前的垃圾点臭烘烘的，

让人很难受。 现在变成垃圾屋后投

放很方便， 垃圾分类已成为习惯

了。 ”从臭烘烘到无异味，得益于垃

圾屋配置有专用除臭、消杀设备，投

放口采用感应自动开口， 旁边还贴

心配备自动感应洗手池。

除投放点的升级外， 社区垃圾

分类专员携手物业公司推进垃圾分

类督导，利用业主群、宣传栏、LED

显示屏、入户等多方式宣传，同时，

还组织物业与督导员、 志愿者等开

展垃圾分类培训。 社区垃圾分类专

员简晨琦表示，垃圾屋投用半年来，

居民投放准确率提高、 垃圾分类意

识明显提升， 入户宣传工作也减轻

很多。

垃圾桶从敞开到封闭进“屋”，

居民垃圾从“随手丢”到“随手分”，

展现了小区垃圾分类的显著成果。

如今， 垃圾点位改造升级成为湖里

街道推进垃圾分类的有力抓手。 当

前，街道已建造 72座智能垃圾分类

屋（亭），提高居民小区垃圾分类质

量效益和人居环境。

湖里街道依托升级的垃圾屋，

让垃圾分类线上线下宣传更加深入

人心， 再按照监管密网模式加强执

法教育，形成处理的闭环。 同时，辖

区内各社区还积极发挥主观能动

性， 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治理经验交

流与推广， 在街道上下形成多元共

治的良好局面。

塘边社豪景

阁小区垃圾分类

点位。

（图片由塘边

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