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持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
“样板间”

支持儋州洋浦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先行区、示
范区和高质量发展第三极，做大经济流量、做强实体
经济。推动在儋州洋浦全域先行先试“一线”放开、

“二线”管住等一系列海南自由贸易港早期安排政策，
在更大范围为全岛封关运作做好压力测试和积累经
验。支持进一步优化“中国洋浦港”船籍港、船舶出口
退税、保税油加注等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政策，增加内
外贸航线，促进船舶以及航运相关服务业等要素集
聚。支持利用自由贸易港有关投资、跨境资金流动和
税收等政策，搭建对外投资的便利化平台，打造中国
企业“走出去”的“桥头堡”。

到2025年，石化新材料产业产值突破1400亿
元，高端健康食品加工、高端旅游消费品制造及智
能装备制造产值均超百亿元。

支持洋浦建设面向东南亚的保税油加注中心
和国际海事服务基地。做强集装箱物流、大宗商品
物流、冷链物流、石化物流四大专业物流，打造国际
航运中心和供应链服务中心，到2025年，集装箱吞
吐量达到500万标箱，港航物流产业营收规模突破
千亿元。支持洋浦实施全球贸易商计划，将洋浦建
成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集散交易基地、海南自由贸
易港进出口贸易基地，到 2025 年贸易规模突破
6000亿元。

积极推动设立免税商店，完
善邮轮游艇设施

支持办好“三节两赛”（儋州调声文化节、东坡
文化节、海南雪茄文化旅游节，国际马拉松赛、国际
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赛），把儋州国际马拉松赛打
造为国际品牌赛事。积极推动设立免税商店，完善
邮轮游艇设施。以环岛旅游公路为连接线，高标准
建设一批旅游驿站、度假区、A级景区、主题公园和
椰级乡村旅游点，打造红色旅游精品景区和线路，
构建海花岛、东坡书院、莲花山风景区、千年古盐
田、峨蔓火山海岸等旅游消费产品体系，打造精品
化、国际化、多层次的“西部旅游黄金圈”。

支持建设新英湾海底隧道、
洋浦至那大快速路

支持洋浦对接国内国际航线和港口集疏运网
络，建设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支持洋浦
国际集装箱枢纽扩建工程、小铲滩北港池、滚装码
头、公共危险品码头及配套航道、锚地加快建设。
加快推进儋州机场建设前期工作，支持通用航空产
业发展。支持洋浦铁路支线、洋浦港疏港高速（连
接洋浦小铲滩-西线高速-中线高速/机场）等集疏
运体系加快建设，加快形成“空、海、铁、公”协同的
互联互通立体化综合交通体系。

推动洋浦与那大城区的快速互联互通，提升环
新英湾地区基础设施水平。支持建设环湾公路、环
湾轻轨、滨海新区、中心渔港、滨海休闲观光大道、
新英湾海底隧道、洋浦至那大快速路，加快构建环
湾快捷交通一张网。

扩大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
学位供给

支持儋州洋浦争取城市现代化试点，建设宜居
宜业城市。支持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
盖，扩大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位供给，实现公
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支持推进那大城区
城市更新。支持儋州洋浦建设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允许以灵活的体制机制引进岛外优质教育、医
疗、文化等资源，支持在儋州洋浦建设一批优质院
校、医院、文体场馆设施，加大对海南西部中心医
院、儋州市人民医院和滨海新区医院、海南大学儋
州校区等项目建设支持力度。

支持儋州洋浦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制定急
需紧缺人才目录，自主出台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以
市场化薪酬吸引高端人才，自主认定人才的标准和政
策在儋州洋浦区域内执行。支持儋州洋浦施行以经
常居住地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取消引进人才落户限
制，灵活运用落户、购房等措施，吸引海内外人才集
聚，为产业发展服务，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动在
儋州洋浦设立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受理点，为外籍
高层次人才提供更加便利的工作、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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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出台28条措施支持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

打造海南
高质量发展第三极

本报讯 昨日下午，“奋进自贸港 建功新时代”系列专题新闻发布会（第七场）——“儋洋一体立潮
头 奋楫扬帆自贸港”儋州专场在海口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支持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5月9日正式公布实
施。《若干意见》从七个方面提出了28条支持措施，旨在进一步优化全省区域统

筹发展格局，提升儋州和洋浦协同发展水平，打造海南高质量发展
第三极。 记者 畅凯 钟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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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楫扬帆自贸港”儋州专场新闻发布会

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压力测试区
率先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

由便利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
系，为2025年前适时启动全岛封关运作
探索积累经验。

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
建成具有高水平资源配置能力的区

域国际航运中心和港航物流供应链服务
中心，带动临港相关产业发展。

临港经济引领区
打造形成石化新材料、港航物流、商

贸服务三个千亿级业态，健康食品加工、
高端旅游消费品制造等超百亿产业集群。

海南自由贸易港区域中心城市
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促进

产业、人口及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
高效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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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的管理体制机
制基本形成，实行高位推动、管理下沉、机
构融合，完成各级机构人员整合、空间规
划一体化，实现儋州洋浦优势互补、互利
共赢。到

20
22
年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亿元，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现代化产业体
系基本形成，高质量发展体系不断完善，
西部陆海新通道航运枢纽基本建成，区域
基础设施一体化基本实现，港产城融合发
展格局基本确立，基本公共服务得到大幅
提升，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增
长，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生态宜居水平大
幅提高，自由贸易港“样板间”的示范作用
充分发挥，初步形成现代化滨海产业新城
框架，打造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西部地区
现代化产业中心。

参与国际分工、集聚全球资源的整体
竞争力大幅增强，在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
施中发挥更大引领作用，基本建成国际化
滨海产业新城，生态环境、营商环境达到
国际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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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功能区战略定位为引领，加快构建形成儋州洋浦“一湾、三带、多组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一湾”即将儋州所辖的木棠镇、峨蔓镇、王五镇、中和镇、新州镇、白马井镇、排浦镇等区域与洋浦经

济开发区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开发，对标港产城深度融合，打造一座现代化国际滨海产业新城，构
建西部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区和主引擎。

“三带”即以现有石化产业为基础，打造全链条石化新材料产业带；以港航服务业、大宗商品集散、保
税维修业务和绿色再制造为重点，打造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带；以雅星镇、大成镇、兰洋镇、南丰镇、峨蔓
镇、海头镇等为依托，打造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带。

“多组团”即根据区位、交通、产业、资源条件，打造先进制造组团、国际创新企业集聚生活组团、商贸
文旅休闲组团、现代农业示范组团等若干重要功能组团。依法将省政府赋予洋浦的省级管理权限拓展
到儋州全域。

加快构建“一湾、三带、多
组团”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