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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时报讯】“正常建这样一
座工厂，至少要两年至两年半工期，
我们在海南半年就建成了。”一走进
位于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国际健康食
品港的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
司，公司副总经理曹又华就如是介绍
海南自贸港建设“加速度”。

近日，参加 2024 海外华文媒体海
南行活动的 17 国 20 位海外华文媒体
人士来到洋浦，感受这个国家级经济
开发区在建设进程中焕发的新活力。

嗅到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巨大商
机，在 2020 年 6 月《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公布后，海南澳斯卡
国际粮油有限公司当年 8 月就参与海
南省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同年 10
月，该公司在洋浦经济开发区的第一
座工厂开始建设，次年 4月基本建成，
随即投产运营。该公司的展厅介绍里
写道：建厂速度创世界同行业之最。

走进工厂车间，偌大的厂房，全
自动流水线生产不停，却鲜少看到工
人的身影。“粮油加工是一个古老又
传统的行业，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
我们把传统工厂打造成了数字工厂。”
曹又华说。通过管理系统，可以看到
工厂的产能、产量，加工环节的温度、

能耗等实时变化数据。
传统行业在科技和自贸港政策加

持下，发展势头迅猛。曹又华介绍，
该公司是海南自贸港首个落地加工增
值超30%免关税政策的企业。近三年，
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的加工
量、产值、外贸额、贡献吞吐量等均
实现连续翻番，营业额已超百亿元（人
民币，下同）。他说，由于订单不断，
公司今年又新落地一条生产线，“政
府成立工作专班为企业提供服务。”

同样享受加工增值超 30% 免关税
政策的海南红焱食品有限公司，是洋
浦经济开发区内的一家初创企业，主
要业务是肉类加工，生产销售休闲食
品。该公司财务经理刘海燕介绍，公
司投运一年来，营业额达 2000 万元。

刘海燕说，未来几年，公司计划继
续扩大产能，“利用海南自贸港的地理
位置和物流优势，将产品销往海外。”

位于海南西北部的洋浦，曾是中
国第一个由外商成片开发、享受保税
区政策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海
南自贸港建设以来，其被定位为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目前，
洋浦经济开发区正加快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石化新材料、海上风电、健康

食品、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等千亿
级、百亿级产业集群加速形成。

因拥有北部湾距离国际主航线最
近的深水良港，洋浦被定位为西部陆
海新通道航运枢纽，享受五项独有的
自贸港政策：“中国洋浦港”船籍港
政策、船舶出口退税政策、内外贸同
船运输境内船舶保税油加注政策、启
运港退税制度和便捷高效的通关管理。
目前，入籍“中国洋浦港”的国际船
舶达 46艘，总载重吨位列中国第二。

为推动洋浦经济开发区与海南岛西
部中心城市儋州市的一体化发展，海南
谋划了覆盖洋浦经济开发区及其周边七
个镇的“港产城科”协调发展区域，
总面积达 2582 平方公里，并划定其中
26 平方公里为环新英湾自贸港新城。

儋州市委环新英湾建设管理领导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程志智介绍，目前，
环新英湾自贸港新城已建成 24 条市
政道路，城市路网脉络已全面联通。
各类重大项目不断增加，新城医院、
学校等公共服务配套建设不断完善。
未来，环新英湾自贸港新城将被建设
成为“港产城科一体化”的复合型城
市，一座滨海生态之城、宜居之城、
创新之城和智慧之城。�（文/张月和）

【欧洲时报讯】“东坡有味·舌
尖儋洋”美食评选比赛日前在儋州市
开赛。近百位选手带着对美食的热爱
与执着，融汇山海风味，制作出一道
道令人惊艳的美味佳肴。从传统的东
坡肉、东坡饼到创新的融合菜品，还
有本地特色小吃儋州米烂、儋州粽子、
黄皮干等系列产品，色香味俱全的作
品都蕴含着深厚的东坡文化底蕴和独
特的创意灵感，引领着人们穿越时空，
与东坡先生共品人间烟火。

在现场，主办方特别邀请了多位
知名美食家及文化学者组成专业评审
团，为参赛作品提供专业指导与点评。
此外，大赛特别设置了“东坡美食大
家谈”环节，共话东坡先生之遗风。
经过激烈角逐，儋耳人酒楼的儋耳东
坡宴荣获东坡宴一等奖，苏正养的食
蚝荣获东坡菜肴奖一等奖，何秋月的
东坡册书荣获东坡小吃一等奖。

“这次比赛我们把最具有特色的
东坡饼、东坡肉等东坡菜系展现出来，

海南自贸港的加速度：创世界同行业建厂之最

东坡有味·舌尖儋洋美食榜出炉

【欧洲时报讯】时值年末，海南
洋浦港国际集装箱码头上，内外贸货
轮靠岸装卸繁忙，车辆往来穿梭。远
处的洋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
工程施工现场，吊机、挖掘机、打桩
机等大型机械轰鸣，轨道吊设备正在
进行组装。

洋浦港位于海南西北部，是北部
湾距离国际主航线最近的深水良港。
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海南自贸
港政策优势，洋浦港正逐步从一个地
区性重要港口向国际枢纽海港嬗变。

今年 4 月，“新海口”轮启程前
往阿布扎比哈里发港，标志着洋浦
国际集装箱码头迎来首条中东直达
航线。该航线运营以来，助力出口
中东的海南企业节省大量时间和经济
成本。

首条中东直达航线开通背后，是
洋浦港国际航线通达度持续提升的缩
影。洋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
局工作人员孟泽受访时说，自 2018 年
以来，洋浦港航线持续增加，截至目
前已开通 49 条航线，其中外贸航线

26条，通往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
洋浦航运通达度的持续提升，助

力海南外贸快速发展。记者从洋浦海
关获悉，2024 年前 10 个月，儋州洋
浦货物贸易进出口额 1105.1 亿元（人
民币，下同），同比增长 24%，外贸
规模超 2023 年全年。

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中，洋浦探索
试行一系列运输便利化和船籍港制度，
国内建造从事国际运输船舶出口退税
政策、内外贸同船运输的境内船舶保
税燃料油加注政策等 5 项政策落地。

孟泽透露，上述政策实施效果显
著，新登记或转籍“中国洋浦港”船
舶达到 47 艘，新增国际运力 533.21
万载重吨，位居全国前列；已完成 46
艘“零关税”进口船舶登记，免征税
款超11亿元，境内建造船舶出口退税、
内外贸同船运输加注保税油政策和启
运港退税政策均已实现市场化运作。

近日，全国唯一的国际船舶登记
管理机构——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
局在海南洋浦揭牌成立，为在建重大
件运输船“盛畅 777”轮颁发首份“中

国洋浦港”船籍港船舶所有权证书。
船舶所有企业海南盛畅国际海运

有限公司总经理於王杰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盛畅 777”在洋浦登记，
既可以利用区位优势，满足产业发展
需要，又可以享受海南自贸港政策。
该船将投入国际外贸航线，可用于海
洋化工、海上风电装备、重型港口机
械等超大件货物的运输。

在利好政策带动下，洋浦航运业
正在快速壮大。统计数字显示，2024
年前 10 个月，洋浦港口货物吞吐量
完成 5286.04 万吨，同比增长 9.28%；
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162.04 万标箱，
同比增长 6.9%，其中外贸集装箱为
40.43 万标箱，同比增长 5.79%。

据介绍，2025 年海南洋浦区域国
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一阶段完工
后，将新建成 2个 20 万吨级、1个 15
万吨级集装箱泊位；和现有的起步工
程合计，洋浦港年设计通过能力将达
到 500 万标箱。

今年 9 月，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与阿布扎比港务集团、中远海

运港口阿布扎比码头有限公司、海南
港航国际港务有限公司共同在阿布扎
比签署谅解备忘录，共同推进洋浦港
与阿布扎比港建立姊妹港关系。这是
继今年 4 月洋浦港至阿布扎比哈里发
港直达航线开通后的合作升级举措。

业界人士表示，双方的合作将大
幅提升洋浦中转航线吸引力，有望引
导国内中东航线在洋浦集聚，由洋浦
中转中国国内市场。此外，依托哈利
发港的中转，洋浦港有望实现与欧洲
市场的直连。� （文 / 王子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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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达近远洋 运输更便利

千年儋州鸡改命重生
【欧洲时报讯】儋州鸡是儋州地

区劳动人民长期选育和自然驯化而形
成的地方品种，关于它的历史记载最
早可以追溯到唐代。被贬至海南的李
德裕曾诗曰“五月畲田收火米，三更
津吏报潮鸡”，“潮鸡”即是儋州鸡，
《儋县志》中更是记载了这一地方鸡
种的特性：体型小、体重轻、适合散养。
2024 年截至目前，“儋州鸡”销售超
过 230 万羽，产值近 2 亿元（人民币，
下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儋州鸡的年出
栏量仍有三四十万只。然而，随着外来
大种鸡的冲击，这一地方品种逐渐淡出
市场。在 2006 年第二次全国畜禽遗传
资源普查时，未发现该遗传资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市
场追求的是‘有肉可吃’，因此那些生
长快、体型大的外来鸡种迅速占据了主
流。生长周期长、体型较小的儋州鸡
逐渐被边缘化。”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简称“品
资所”）研究员侯冠彧对记者说，当
时儋州鸡已从市场上绝迹，仅在儋州
原产地的节日里偶见少量售卖。

2012 年，品资所联合儋州市农业
农村局启动了儋州鸡资源保护计划。
项目负责人侯冠彧带领团队花了近一
年时间，走访儋州北部地区的 100 多
户农户，最终从零散的家养鸡中收集
到 2000 多只儋州鸡，建立了育种的基
础群。“我们按照地理位置划分收集
点，将鸡归类为 56 个家系，再通过
分析表型特征开展纯繁选育。”侯冠
彧介绍，通过至今八个世代的选育，
儋州鸡母鸡的体重从原本的两斤提升
至 2.5 斤，公鸡的体重增加了 30%。
不仅如此，科研团队还保留了儋州鸡
肉质细腻、脂肪含量低的特性，确保
其口感与营养价值。儋州鸡的复兴不

仅依赖科学的繁育体系，也得益于市
场推广策略。项目团队采用“公司 +
农户”的模式，在林下生态养殖中提
升鸡肉品质。2018 年，儋州鸡在海南
省区域农产品大赛中获得畜禽类第一
名。2023 年，这一地方品种通过国家
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的鉴定，成为海
南第二个国家级地方鸡品种，主要的
养殖基地，也取得了国家林下经济示
范基地的认证。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消费
者生活水平的提升，畜禽市场悄然变
化，由“有肉吃”变为“吃得好”“吃
得种类丰富”，生长周期较长的儋州
鸡因此找回了市场空间。侯冠彧说，
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和优质蛋白需求
的增加，儋州鸡的特性符合消费者多
样化的需求。目前，儋州鸡已成功进
入中高端市场，年出栏量可达 300 万
只，活鸡市场价稳定在每斤 25 元。然
而，侯冠彧表示，作为刚被鉴定不久
的地方品种，儋州鸡在种质性能和繁
殖性状上仍有改进空间。

“目前，儋州鸡与市场上已经高
度一致化的品种相比，其商品整齐度
较低。”侯冠彧计划在现有基础上，
对儋州鸡的麻羽、黑羽和白羽三种品
系进行系统整理，“我们将在今年年
底完成儋州鸡白羽品系的组建，并
利用不同品系开展杂交组合，选育
出更贴切市场需求的原种配套系。同
时，儋州鸡资源的保护工作也将持续
推进。”

“从事儋州鸡科研生产的人，有
一个共同的愿景：让儋州鸡与海南文
昌鸡齐名。”侯冠彧坦言，短期内从
规模上追赶文昌鸡难度不小，但从差
异化需求切入，儋州鸡的发展潜力巨
大，“相信未来有一天，海南东有文
昌鸡，西有儋州鸡”。 （文/王晓斌）

航拍洋浦小铲滩码头。骆云飞摄

在乡村中散养的儋州鸡。� 王晓斌 摄

让更多人了解东坡美食，喜欢上儋州，
来儋州品尝和旅游。”来自儋耳人酒
楼厨师团队的选手符大威表示，他希
望能通过这次比赛和同行们交流厨艺
的同时，助推东坡美食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

据悉，东坡居儋三年，不仅留下
丰富的文化遗址遗存和精妙的诗文，
还有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文化，曾用
“食之甚美、未始有也”来赞叹儋州
美食。儋州市深挖东坡美食文化，努
力打响东坡美食文化品牌，连续举办
七届北部湾（海南儋州）美食博览会，
打造“诗乡歌海，食尚儋州”特色品牌，
评选出儋州“十大美食”“十大小吃”。
东坡肉烹饪技艺、东坡玉糁羹烹制技
艺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未来，儋州将继续以美食为媒，
传承与弘扬东坡文化，吸引更多游客
来到儋州探寻东坡足迹。

本次美食评选比赛作为第二届中
国（海南）东坡文化旅游大会暨第
十四届东坡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不
仅为儋州市餐饮从业者提供了展示才
华、交流技艺的平台，更是一次传承
与弘扬东坡美食文化的盛会，为推动
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 / 林晓云）

东坡红烧肉名闻天下。� 骆云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