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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蔚蓝南海的怀抱中，海南岛东南沿岸的三
亚、陵水、万宁等地，近年来犹如历史的宝盒渐
次开启，一系列引人瞩目的考古新发现接踵而
至，为世人精心绘制一幅 6000 年至 3000 年前的
史前文化长卷。

这些镶嵌在海湾沙堤上的贝丘遗址，以其鲜
明的海洋适应性特色，成为全球考古学者瞩目的
焦点，也为中华海洋文明探源之旅铺设了关键的
石阶。

在六月的微风中，我们踏上海南莲子湾遗
址。碧海蓝天与金沙滩交织而成的画卷缓缓展
开，遗址静谧地躺在山海之间，一侧是潺潺溪流
汇入广袤大海，另一侧则是生态丰富的潟湖湿
地。此情此景，不禁让人联想到同样依海而生的
宁波井头山，以及两者生活环境的异曲同工之
处。尽管地理与气候条件各异，但海之馈赠、山
之庇护，让两地先民同样在浩瀚海洋中耕耘，为

中华海洋文明的多元融合播下了独特的种子。
移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海南队的标本库

房，仿佛踏入了史前海南的时光隧道。库房内，
海量贝壳与各式陶、石、骨、贝器的摆放错落有
致，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古人的智慧与勤劳。这
些珍贵遗物，不仅仅是物质文明的见证，更是海
南先民历尽艰辛、勇于开拓海洋的精神写照。与
之遥相呼应的宁波，其史前文明虽历经自然变迁
的考验，却依旧坚韧不拔，将 8000 年前的海洋
文化火种传承至今，为中华文明的海洋篇章增添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宁波与海南两地在时空的经纬中各自演绎着海
洋文明的传奇，虽起点不同，路径各异，但最终
如同江河归海，共同汇入中华海洋文明的壮阔洪
流。它们的故事，是中华民族与大海不解之缘的
生动注脚，是世代先民智慧与勇气的光辉印记，
更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包容并蓄的有力证明。

让海洋文化火种代代相传
雷少（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研究员）

记 者 张伟方
俞永均 孔锡成

见习记者 龚旭琪

海南是全国管辖海域面积最大的省份，受权管辖约200万平方公
里海域，海岸线总长1900多公里。近年来，海南省的海洋经济规模不
断扩大，海洋经济占全省GDP的比重由2018年的29.0%上升到去年的
33.9%。2024年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用10年时间再造一个‘海
上海南’，加快迈向海洋强省”。

建设海洋强省，海南有何成功经验?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蓝色脉
动——中华海洋文明探源”全媒体采访小组在海南采访期间，不少人
建议采访组关注“崖州湾速度”——仅仅用了5年时间，这里就聚集
起34个省部级以上科创平台，高层次人才突破2600人，11471家科
技型企业抢滩落户，总营收接近千亿元……

5年时光荏苒，作为“后起之秀”的海南如何实现“弯道超车”？
海南发展海洋经济的成功密码，或许就藏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里。

5 年前，若是有人提起三亚，就会想到以旅
游闻名的海棠湾这张城市名片；5 年后，位于三
亚城市西侧的崖州湾异军突起，成为三亚发展的
新地标。

6 月 15 日，位于崖州湾科技城 （简称科技
城） 的生物育种双创中心 11 层科研办公大楼正
式封顶。未来在此办公的隆平生物技术 （海南）
有限公司 （简称隆平生物） 是目前国内生物育种
的领军企业。自 2019 年落户科技城以来，隆平
生物依托这片科技沃土，不仅种子培育卓有成
效，而且公司科研团队规模不断发展壮大。

“科技城在人才引进、留存等方面提供有力
的政策保障，帮助我们吸引了国内一大批农学领
域的高层次人才。”隆平生物工作人员向记者介
绍，“依靠人才团队加持，公司近年来推出的新
产品越来越多。”

科技城白手起家，仅用 5 年时间，就让科
技、产业、城建等各方面发生显著变化，其“弯
道超车”的一个关键因素便是人才，尤其是高科
技人才。

“以前是为南繁科研来，现在为南繁硅谷建
设留。”自 1983 年开始踏上崖州湾这片热土后，
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前年年追光逐热、南下育种。
如今，他已成为驻海南全职院士，并担任崖州湾
实验室副主任、三亚崖州区南滨居白超队的“院
士村长”。

5 年来，科技城坚持以高标准完善科研配套
体系，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一批“国
字号”科研院所纷纷入驻，设立了 10 个省级院
士创新平台，形成科技创新策源地、人才创新创

业首选地、科技成果转化集聚地。
宁波博海深衡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博海深

衡） 是一家专注于水下成像声呐装备的高科技企
业，在科技城设有分公司。成立 5 年来，公司团
队研发的 SW-375 高分辨立体成像声呐通过全国
首台 （套） 重大装备认定，公司入选宁波市“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

“宁波、三亚两地都有着一颗惜才爱才的
心，也推出了很多引才政策，有利于我们公司组
建一支‘精锐部队’。”谈到人才，博海深衡董事
长丁少春深有感触地说。

实现人才“一站式”服务、提供专业人力资
源就业服务、完善人才安居住房保障，从零开始
建设超万套的人才房⋯⋯科技城设身处地为慕名
而来的“精兵良将”考虑，解决他们的后顾之
忧。

从便捷的地铁“菁英码”，到激励“未来之
星”的亿元奖学金；从“宁波五优，人才无忧”
的承诺，到青年人才驿站的迎候；从体贴周到的
生活服务，到细腻入微的情感关怀⋯⋯宁波为八
方人才提供独到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吸引越来越
多的人才奔“甬”而来。

去年底，宁波公布 2024 年度甬江人才工程
公告，重点引进科技创新和城市经济两大领域人
才和团队项目。“我们公司在研发领域获得了宁
波市甬江人才工程的支持。”丁少春说。

在引才、聚才上，宁波与三亚两座海滨城市
的做法异曲同工。不过，站在城市的竞争新赛道
上，宁波更应该向科技城学习借鉴，以更大气魄
招引高层次人才，特别是海洋领域的顶尖人才。

求贤若渴，后发制人

观 点

午后，正是三亚一天中最热的时间，杨国平
准时出现在榴莲种植园。此时距离杨国平种下猫
山王榴莲树已经过去 250 天，这些榴莲树，已从
细小的树苗长至接近 2 米的高度。

“还需要两三年的等待，这些榴莲树才能结
果。”自称“新农人”的杨国平侃侃而谈，一边
说一边观察榴莲树的长势。跟随杨国平走在榴莲
种植园，听他介绍榴莲的习性、种植情况，丝毫
看不出“新农人”的新在何处。

其实杨国平是做家居工程出身的，今年是他
从事热带水果种植的第二个年头。2008 年 3 月，
杨国平从宁波来到海南，从事家居工程业务。经
过几年的摸爬滚打，杨国平的公司发展势头不
错，但是他逐渐意识到干这一行压力越来越大，
于是想要换一个赛道创业。

最初杨国平想种荔枝，不过，因为机缘巧合
他认识了海南省榴莲种植协会会长。受其邀请，
杨国平跑到会长的榴莲种植园考察。这一趟，杨
国平算是和榴莲结缘了。考察甫一结束，杨国平
便买好机票，连续飞往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
榴莲种植国家参观考察。

“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榴莲是值得投资
的。而且国内榴莲产业尚属起步，我更有信心去
做一名先行者。”杨国平说。

海南的第一批榴莲种植始于 2019 年。由于
技术不到位，以及种植人对榴莲的习性了解不够
深入，这批次的榴莲树死亡率特别高，很多企业
就此打了退堂鼓。随着种植技术不断改进，海南
现在的榴莲树成活率在 90%左右。

杨国平告诉采访组，去年第一批种下 600 多
棵榴莲树苗，取得了 99%的存活率，仅有几棵树
苗死亡，“我们引进了泰国技术，还邀请了一名
在泰国有着 20 多年榴莲种植经验的专家来帮忙
种植”。

“目前投资近 70 万元，买了 1500 多棵荔枝王
榴莲树苗。这个品种国内还没有上市，引进种植
的人也很少。希望以后我的榴莲能被更多人所喜
爱。”杨国平指着榴莲树介绍，他已经在乐东基
地种植了 420 亩的猫山王榴莲、黑刺榴莲、荔枝
王榴莲，在三亚基地种植了 90 亩荔枝王榴莲；
另外，乐东还有 70 亩没有种植，陵水则有 650 亩
还在开荒。

2025 年底前，海南将实现全岛封关运作。
面对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杨国平并没有过多的
担心。“封关运作后，进口货物在海南开放自由
贸易，但是输入内地还需要管制。”杨国平说，
他种植的农副产品可以跟农业部门提前报备，走
绿色通道，直接进入其他省份的市场，“而且也
会优先保证海南省内农副产品的销售”。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23 年中国进口新鲜
榴 莲 超 过 142 万 吨 ， 进 口 量 同 比 增 长 72.87%。

“国内对榴莲的需求量非常大，榴莲消费人群也
越来越多。不过进口榴莲都需要速冻，或者选择
七八成熟的榴莲，口感与当地种植可直接品尝的
榴莲有一定差距。”杨国平说，在海南种植的榴
莲，能让消费者有更新鲜的口感体验。

据了解，像杨国平这样在海南发展的甬商还
有 100 多户，面对时代的风起云涌、潮涨潮落，
他们坚持逐浪前行。

“我在海南代表着宁波人，所以，要力争给
家乡争光，努力让宁波老乡吃上海南榴莲。”在
榴莲种植园里，杨国平坚定地说。

“努力让宁波老乡吃上海南榴莲”

用10年时间

再造一个“海上海南”
——以崖州湾科技城为样本看海南发展

成立之初，科技城曾喊出口号：致力于建设成
陆海统筹、开放创新、产业繁荣、文化自信、绿色
节能的先导科技新城，8 年内打造千亿级园区。相
比于上海张江科学城、广州科学城等“老大哥”，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只是一个“初生牛犊”。

5 年时间汇聚上万家企业，年营收接近千亿
元，新兴的科技城如何能在短时间内释放强劲的发
展潜力？答案来自入驻企业的亲身体验。

博雅工道 （北京） 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
博雅工道） 成立于 2015 年，是国内领先的海洋装
备企业。2022 年，博雅工道在科技城成立了三亚
工道海洋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三亚工道）。作
为公司海洋工程基地，三亚工道业务涵盖海洋工
程、水下机器人研发实验等。

“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院就在附近，我们公司
正在和学校沟通相关项目合作事宜，未来可能会进
行联合申报。”三亚工道经理邓其彪告诉记者，科技
城为他们公司搭建了一个非常顺畅的技术研发平台。

宁波的博海深衡和三亚工道等涉海、涉水类企
业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是三亚工道的声呐供货
商，也是三亚福港渔业的客户，双方有非常多的业
务往来。在科技城设置子公司的目的，就是希望把
子公司变成博海深衡在中国南海区域技术开发、产
品应用和市场开拓的‘桥头堡’。”丁少春说。

拥抱海洋、挺进深蓝，深海科技是其中不可或
缺的一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
副所长王立平认为，宁波海洋科技创新实力不够
强，尤其是缺乏国家级涉海科研机构。

最近召开的全市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推进会提
出，宁波要瞄准海洋新材料、海洋新能源、海洋高

端装备等领域，布局建设“两重一场一中心”，即
积极争创海洋关键材料、环境基准与风险评估两个
全国重点实验室，开工建设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宁
波片区，谋划布局水上装备安全可靠性国家创新中
心。

目光转到科技城，或许这些经验能够为“甬”
所用。

为了让科研人员和院校更好地扎根于此，科技
城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专利、商标、版权、
地理标志和植物新品种五个领域的知识产权事项进
行集约化管理，打通涉农、涉海类知识产权保护的
绿色通道——发明专利从申请到授权，审查周期从
过去平均一年半时间，缩短到现在最快仅需 29 个
工作日，审批提速 80%以上。

同时，科技城高标准打造开放共享的科技创新
平台集群，吸引中国海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
国农业大学等一批“双一流”高校赴琼。它们与中
国科学院、中国船舶集团等科研院所及各家企业一
起，构建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体系。

科技城相关负责人说：“园区内三方互相打通，
企业需要技术支持，可以找高校或者科研院所，后者
想把科研成果转化商用，也可以找企业对接。我们科
技城还会将各方需求进行整理并公布，推进三方合
作。”

曾经，崖州湾是中国最南端的通商口岸，是中
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出发和补给的重要港湾。今
天，崖州湾畔正加速崛起成为千亿级产业园区，成
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的有力支撑。

地处天涯海角，科技城充满无限生机。“海上
海南”奋楫扬帆。

产业聚集，三位一体

远眺崖州湾科技城远眺崖州湾科技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供图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供图））

杨国平在榴莲种植园。 （受访者供图）

隆平生物实验室一角隆平生物实验室一角。。（（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