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2月29日，绥化市优质绿色农产品
亮相首届海南国际粮油展览会，并举办“五谷杂粮
下江南·我在绥化有亩田”活动海口推介会，倾情
推介绥化优质绿色农产品，让更多南方群众享用
到绥化的绿色优质“好粮”，两地企业在农产品销
售等多个领域签订多项合作协议，共签约40个项
目，其中产业项目签约20个，签约金额23.65亿
元；国内贸易项目20个，签约额10.97亿元，总签
约额合计34.62亿元。

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500平的绥化特装展区
内，人声鼎沸，大量游客驻足在展区内，品鉴绥化
的优质农产品。绥化“下江南”140户企业携带的
257种商品，采取图文、影像、实物展示、品鉴推介、
经贸洽谈、签约合作等方式进行全面展示，进一步
扩大“下江南”活动影响力，搭建经贸合作和交流

平台，拓宽海南省及周边省市销售渠道和领域，提
升销售增长。在下午绥化举办的“五谷杂粮下江
南·我在绥化有亩田”活动海口推介会上，绥化市
相关部门、各县（市）区先后通过视频、图文、演讲
等形式介绍了北林香米、海伦大豆、青冈鲜食玉
米、兰西蔬菜等优质特色农产品。此次“五谷杂粮
下江南·我在绥化有亩田”活动开展以来，绥化已
实现“百企进百城，百品销过百”目标，共组织140
户企业带着257多种农产品，先后宣传覆盖132个
城市，举办46场推介会，建立旗舰店、体验店、特许
店、连锁店、直营店、中转仓70家，进入域外商超
133家、批发市场86家。截至目前，共销售农产品
91.7万吨，签约合同234份，签约额108.77亿元，
进一步扩大了绥化优质绿色农产品的知名度。

（通讯员 张丽娟）

绥化市在海口举行绿色农产品推介会
2023年12月29日，2023粮食安全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暨首届海南国际粮油展览会在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作为海南省首个以粮
食安全国际合作为主题的展会活动，首届海南粮
安论坛暨粮油展通过高峰论坛、成果发布、推介
对接、直播助农、购销洽谈等形式向国际展示外
向型经济建设与现代化农业发展并驾齐驱的自
贸港经验，着力搭建供应链合作平台、着力推进
国际交流合作，充分活用自贸港政策优势，切实
活化粮油产业链安全流通，加强粮食安全储备保
障。

首届海南粮安论坛汇聚一众海内外知名学
者，由院士领衔，集智库钜献。围绕粮食产业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议题，专家学者共商对外农业
合作关键机遇，贡献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新视界。

首届海南粮油展同期举办，持续3天，展览会议
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参展参会国别覆盖孟加
拉、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柬埔寨、阿富汗、墨西
哥、巴基斯坦等十余个国家以及黑龙江、江西、湖
南、宁夏、广西、吉林等近30个省市，350余家中
外企业欢聚椰城、参与展示，展品覆盖粮油食品、
调料辅料、加工器械、检测设备、食品包装、物流
仓储等粮食安全产业全链。

据悉，首届海南粮安论坛暨粮油展以“食赴
自贸，安创未来”为主题，强化中外粮油产业供应
链合作，深化粮食安全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品牌效
应，推进粮油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由亚洲中小企
业理事会、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中国贸
促会海南省委员会共同主办。

（通讯员 张丽娟）

2023粮食安全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海口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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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守有一种跨年，叫“我在岗”
向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工作者致敬

你的新年，岁月静好游海口
他的新年，坚守岗位舍团圆

本报讯 2023年12月31日23时30分，记者来到位于海口琼
州大道的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只见医院大楼灯火通明。在这
里，忙碌的医务人员正用双手，迎接一个个新生命的诞生。

在该院产科，记者见到刚做完手术的王振林医生。她欣慰地
告诉记者：22时37分和23时21分，她接生了两个宝宝，一个重6
斤，一个重7.3斤，母子都平安。

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很多医生和护士在忙碌中进入新年元
旦。凌晨1时，一名待产妇出现剧痛，王振林及时给她做了分娩镇
痛处理，让产妇平稳进入分娩流程。趁着工作间隙，记者见缝插针
采访了王振林。她告诉记者，节假日和普通工作日没有区别，甚至
工作量更大更为忙碌。

“今年元旦我跨年值班，精神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孕产妇
的健康关系两个生命的安全，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责任重大。
能迎接新的生命，我觉得很荣幸、很幸福、很有意义，我热爱这份工
作，会乐此不疲地坚持下去。”王振林自豪地对记者说。

当记者问及把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工作上，家人理解吗？
王振林的眼睛有些湿润。“我很遗憾没能像其他母亲一样陪伴孩
子，因为工作忙碌，没有时间接送孩子，也没参加家长会，节假日
更是没能带孩子去公园、游乐场或者景区游玩。但家人和孩子
们都理解我，女儿还画了一幅‘白衣天使打怪兽’的画，骄傲地对
同学说，‘我妈妈是打怪兽的英雄’。”王振林对家人既充满内疚，
又倍感欣慰。

跨年值班，王振林负责接生了11个宝宝，其中顺产9人，剖宫
产2人。手术后查完房，在医院坚守了26个小时的王振林，上午
10时才疲惫地回到了家。 记者 廖自如 文/图

王振林 医生

坚守岗位26个小
时，接生11个宝宝

本报讯 风尘仆仆的快递小哥梁振新，驾驶的电动车后座上载
着一个硕大的黑色货筐，里面装着快递包裹，每天在海口大街小巷
穿行。昨日上午11时52分，他在海口四季华庭小区派送包裹。
谈起自己的快递小哥生涯，他坦然地对记者说：“能把每个包裹安
全送达客户，感到很欣慰！”

梁振新是海口新坡镇群丰村委会玉彩村人。2014年大学毕
业后，他在海口乡镇学校当了一年半的老师。由于没考上编制，
2016年辞职当了一名快递小哥。

“风雨无阻、送件必达。”工作中，梁振新乐观能吃苦，每天早晨
7时起床，然后骑车上班，“我一天收派快递包裹200件左右，鲜食
品一刻也不能耽误。”

“我月收入六七千元，多的时候八九千元。最多的时候，一个
月拿了一万二千元。我还没有结婚，每个月发工资，我会将一半寄
给在农村的父母，其余的自己用。”对于现状，梁振新很知足。

快递工作充满酸甜苦辣，梁振新一笑而过。夏天天气炎热，他
每天要喝3瓶1.5升装的水。有一次，骑车摔倒打破了客户一瓶红
酒，他照价赔偿。

当大家欢度2024年元旦时，梁振新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用
辛勤的劳动为大家的包裹保驾护航。“把每个包裹安全送达客户，
我感到很欣慰。”梁振新乐呵呵地说。 记者 廖自如 文/图

梁振新 快递小哥

风雨无阻，安全
准时送达每个包裹

吴丽强 环卫工

跨年清扫，让大
家舒心看演唱会

本报讯 2023年的最后一个晚上，吴丽强骑着一辆
电动车，穿梭在海口五源河体育场周边路段，为湖南卫
视2023-2024年“跨年演唱会”的外围环境卫生保障工
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吴丽强是海口玉禾田环境服务有限公司长流片区
人工队长，20多年的环卫工作使她习惯了日夜不分。“什
么时候有工作任务，我们就什么时候出现在现场。”吴丽
强告诉记者，五源河体育场建成投用后，在此举办的每
一场重大体育、演艺活动的环卫保障工作她都没有落
下，“我们在外围搞好环境卫生，让市民游客舒心看演唱
会，我感觉很有意义。”

作为队长，吴丽强的工作职责并不轻松。需要负责
的点位和路段很多，她必须同时做好人员调度、路段巡
查、垃圾清运、情况汇报等工作。有时现场人手不够，吴
丽强直接拿起扫把参与路面作业，“管啥队长身份，齐心
协力把工作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体育场外围很大，靠两条腿肯定是走不过来的，吴
丽强整个晚上大多时间都是骑在电动车上。在不知重
复多少遍的巡查中，时间不知不觉已是23时30分。此
时，公司用车运来了瘦肉粥，吴丽强这才想起来同事们已
经忙活了一个晚上，肯定饿坏了，忙招呼大家喝粥。确认
粥分发到位后，吴丽强这才坐在马路绿化带边上吃了起
来。记者注意到，吴丽强吃粥时若有所思，三下五除二很
快就喝完了，“演唱会结束后才是任务最重的时候，我在
琢磨如何又快又好让体育场周边环境恢复原样。”

时针悄然走过24时，2024年在一片欢庆的音乐声
中来临。“跨年夜在马路上度过，家人怎么想？”面对这个
问题，吴丽强表示，这么多年家人早已习惯她早出晚归，
很支持她的工作。

记者离开时，吴丽强和同事们仍在坚守。昨日上
午，记者拨通吴丽强的电话了解到，她的许多同事回到
家时已是凌晨两点半，甚至更晚。 记者 王小武 文/图

冯学波 执法人员

“节日不节日的，
都一样”

本报讯 2024年元旦，对于海口国兴街道综
合行政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冯学波而言，只是一个
平常的“工作日”，“节日不节日的，都一样，越是
节假日我们越应该出现在街面上。”

2024年1月1日上午，记者来到海口国兴街
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办公室寻找冯学波，却被告
知“他一早就去日月广场巡查了”。约半小时后，
冯学波带着几名执法队员回到办公室，水也没喝
一口，招呼记者说：“马上又要出去，你要跟我们
一起吗？”

上了巡逻车，冯学波这才告诉记者，跨年夜
日月广场有庆祝活动，他带着20名执法队员“蹲
点保障”，凌晨1点半才回到家，早上6点半又赶
去日月广场巡查，“活动之后还要继续巡查才能
放心。”

和上午一样，冯学波下午又带着执法队员
出去巡逻。17时，巡逻车来到省歌舞剧院，冯学
波召集现场的执法队员开会。“今晚这里有一场新
年音乐会，入场人员大概上千人，我们的工作任务
是……”离开不久，冯学波还不放心，又接连打了
几个电话，交代队员注意提前拉好警戒线等。

在返回路上，一名执法队员告诉记者，冯学
波的两个孩子，一个发烧一个感冒好几天了，“他
已经连续6天早上出门凌晨回家，其爱人在医院
上班更忙，基本上是大儿子在照顾小儿子。”对
此，冯学波只回了一句“这是没办法的事”。在记
者追问之下，冯学波称，家里没老人，大儿子读高
二，虽然还有些发烧，但是还能照顾5岁的弟弟。

回到办公室，冯学波的手机又开始响起……
记者 王小武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