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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程 晖 王心武

曾经，琼崖革命老区在敌人封锁“围剿”的残酷环

境中坚持武装斗争，创造了“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奇

迹，诞生了红色娘子军等动人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琼崖革命老区各族群

众，2013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海南三亚市吉阳

区博后村视察，留下了“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

暖心嘱托。这句话被镌刻在博后村村门口的石头

雕塑上，一直鼓舞和激励着当地干部群众。

“这几年来，我们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特

色民宿等支柱产业，革命老区村庄发生了巨大变化。”

博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苏少洪说，博后村民

宿产业红红火火，如今已经开了55家民宿；村民日子

越过越好，2021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86万元。

琼崖革命老区敢啃“硬骨头”、攻坚拔寨，取得了

脱贫攻坚的新胜利。“十三五”期间，海南省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15.21万户64.97万人全部脱贫，600个贫

困村（含 67 个深度贫困村）全部退出，5个贫困县

（含全省唯一深度贫困县白沙县）全部摘帽，贫困

发生率从 2015年底的8.3%下降到0。脱贫地区农

民收入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脱贫群众人均纯收入

从4448.30元增长到12,732.96元以上，增幅186.24%。

为支持革命老区在新发展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让革命老

区人民逐步过上更加富裕幸福的生活，2021年1月，

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

见》，对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作出了全面谋划。

弘扬红色文化促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海南省特殊的地理位置与革命进程，成就了海南

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对于“孤岛奋战”且坚持武装

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海南岛来说，海南省红色

旅游资源颇为丰厚。

“当时红军就是靠这个野菜来维持生活。我对母

瑞山的红色故事怀有深深的感情，一直不愿意离开这

块土地。”已经80多岁的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园

长王学广仍然在一线做讲解员，手握野菜给游客讲解

着作为琼崖革命火种两次保存地的母瑞山革命根据

地的红色故事。

为支持革命老区弘扬红色文化，发展红色旅游，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十四五”红色

旅游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海南省出台《海南省红色

文化保护传承意见》，制定《海南省红色地图》，公布革

命根据地、重要会议及战斗遗址、重要党史人物故居、

革命烈士纪念设施等71个红色地名。同时，支持红色

旅文“高地”提质升级。推动定安母瑞山、万宁六连岭

分别获评国家4A、3A级旅游景区，挂牌成立母瑞山干

部学院红色教育基地，持续推动临高海南解放公园提

质升级工作。万宁市、琼海市、定安县3个老区县被认

定为海南省全域旅游示范区。截至2021年12月，老

区县内共评定国家A级旅游景区9家，旅游度假区2

家，椰级乡村旅游点27个，旅游小镇1个。大力推进

纪念褒扬工作。完成全省6289处烈士纪念设施和

6620个烈士墓的数据采集校核工作，全面摸清全省各

级烈士纪念设施底数，实现烈士纪念设施数据信息动

态化、精细化管理。

海南省通过创建红色文化主题的 A 级旅游景

区，深入挖掘红色旅游景区所蕴含的红色文化内

涵，打造红色旅游名片，提高红色旅游目的地“含金

量”，为游客提供了更高质量的红色旅游体验。同

时，加快推进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转化，发挥红色旅

游促消费功能。如，大力发展旅游演艺，推动红色

资源产业化发展，三亚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景区推

出红色娘子军实景演出，以“真山真水真历史”为背

景，通过全息投影、激光点亮、裸眼3D、三维爆破、高

空威压等技术与红色文化的结合，打造了一场视觉

盛宴，2019年~2021年，共吸引游客超78万人次，旅

游收入逾7000万元，真正做到让红色故事“活起来、

动起来”。

自由贸易港建设充分布局革命老区

道路交通问题曾是制约老区发展的瓶颈。为加快

补齐短板，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

《“十四五”革命老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党

的十八大以来，海南高速公路新增里程508公里，实现

县县通高速，海南岛中部地区“2小时交通生活圈”已成

为现实。

琼崖革命老区：在自贸港建设中谱写新传奇

□ 本报记者 安 宁

2021年4月，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更大力度实

施就业优先政策的决策部署，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部门印发的《关于深入组织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示

范行动的通知》要求，长春新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了《长春新区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方案（2021-2023

年）》和《长春新区2021年精益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行

动方案》。紧接着，长春新区精益创业带动就业专项

行动领导小组成立。今年以来，面对当地疫情的冲

击，长春新区聚焦稳就业、保市场主体，千方百计推

进创业带动就业，创业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精益创

业专项行动取得新进展。

一年来，长春新区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使创业带

动就业工作持续深入。一是打造“9+3”惠企政策体

系，制定完善涵盖产业、科技、金融、人才等方面精准

政策；二是推出《长春新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2021年

工作方案》《长春新区知识产权管理办法》等政策惠

企举措。实施“免申即享”政策，已为长光卫星、奥来

德光电、希达电子等700余户企业，兑现政策资金

9000余万元；三是在全省创新实施“创新券”制度，帮

助中小微企业购买创新资源、科研服务，累计发放2.5

万张，使用金额超1亿元，1200余家企业受益；四是

积极抽调高新、北湖、空港3个开发区和人社等4个

职能部门精干人员，成立精益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行

动团队；五是在新区预算列支70万元经费，用于专项

行动宣传、咨询和课题研究等方面支出。

持续的努力换来的是丰硕的成果。数据显示，实

施精益创业专项行动以来，长春新区累计新增培育

高新技术企业730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达到

79个；技术合同交易额突破80亿元；“创新券”累计发

放2.5万张，使用金额超1亿元，1200余家企业获得

“创新券”科技服务；直接解决大学本科以上人才就

业1万余人，带动各类群体就业3万余人。

长春新区推进精益创业过程中，除完善政策体系

外，还包括发挥专业化、市场化双创服务平台作用，

形成全链条支持创业者的服务体系。例如，在吉林

长春摆渡创新工场，200余家创业企业在这里孵化，

带动就业8000余人。摆渡创新工场也逐步探索形成

以风险收益共担共享为基础、零门槛零成本创业为

特点、一站式集成便利服务为保障的特色创客孵化

模式，走出了一条市场化、专业化良性发展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摆渡创新工场“风投+孵化”的服

务模式，为初创企业解决“起步难”问题。一方面，建

立风险投资联盟支持初创企业，通过汇聚社会资本

形成风投资金池，累计带动42家投资机构和200余

位LP天使投资人投资2.1亿元，受惠创业项目50余

个；另一方面，提供存贷款、结算、理财咨询等一揽子

综合金融服务，最大限度支持企业多元化融资。

记者注意到，相比较许多众创空间重“硬件”、轻

“软件”的问题，摆渡创新工场紧盯办事创业各环节，

打造“一站式”业务集成服务，持续呵护初创企业茁

壮成长。例如，在孵企业和周边企业足不出户或就

近即可办理工商变更、注销登记等。此外，一批国

内外知名孵化专家组建的专业导师团队，也全天候、

零距离为创业者提供“陪伴式”服务。长春明轩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对此深有感触。这家由2名大

学生创立的年轻企业，由于缺少经验，在创业初期

遗留了股权分配隐患。摆渡创新工场的导师为其及

时提出解决方案，排除掉了这颗未来威胁企业发展

的“雷”。

中白科技园、中科吉林科技产业创新平台、汽车

电子产业园……在长春新区，还有许多的“摆渡者”正

日夜不停地迸发创意、实现梦想，各类孵化载体已发展

到144家。长春新区高度重视“双创”对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以主导产业发展为牵引，紧紧抓住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模式，着力构建引领新兴

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和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

生态。

精准服务打开新模式 精益创业拓宽新空间

浙江杭州开启浙江杭州开启
““2424小时博物小时博物馆馆””

6月9日，“24小时博物馆”在

位于杭州的浙江自然博物院开

馆，馆内设置多个展示区及互动

体验区，并在周末开展研学讲座，

丰富中小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

图为市民在“24 小时博物馆”内

阅读。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今年以来，长春新区千方百计推进创业带动就业，创业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精益创业专项行动取得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