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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广告

“跟着我养鱼最赚钱”

新华社海口 3 月 26 日
电（记 者 严 钰 景 刘 博）鲜
红色的东星斑、宝蓝色的
蓝刀鲷、全身波点的老鼠
斑 、花 纹 艳 丽 的 苏 眉 ……
在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海
边的养殖大棚里，一个个
水泥砌成的小池子，养满
了各类名贵海水鱼。这些
鱼都是台商洪宜展人工繁
育养殖的。

1998 年 ，为 了 扩 大 规
模开拓市场，洪宜展把台
湾屏东的养鱼“祖业”交给

弟弟洪宜明打理，凭借“祖
传”的石斑鱼养殖技术只
身来海南创业。“台湾是我
的故乡，海南已成为我的
家乡。”洪宜展说，大陆广
阔的消费市场是我创业的
基石，“两岸一家亲”的惠
台利民政策是他成功的关
键。

洪宜展扎根海南岛 20
多年，不断探索人工孵化
技术繁育名贵海水鱼。经
过多年努力，洪宜展不但
成 功 孵 化 出 龙 胆 石 斑 鱼

苗，也摸索出东星斑等的
人工孵化技术，并靠售卖
鱼卵和鱼苗成为远近闻名
的“石斑鱼大王”。

通过与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中国—东盟海水
养殖技术联合研究与推广
中 心 等 科 研 机 构 密 切 合
作，洪宜展参与建立了海
南热带海水鱼类亲本种质
资源库，并通过科技赋能，
在鱼类新品种开发、良种
选育、科学制种产业化生
产、产品加工及运输销售
等方面，建立起完整的产
业链。

如 今 ，海 南 文 昌 、琼
海、陵水和乐东等地，都有
洪宜展的名贵海水鱼养殖
基地，养殖面积约 260 亩，
年产值超过 6000 万元人民
币，养殖老虎斑、老鼠斑和
东星斑等十余个品种。除
了大陆市场，洪宜展的石
斑鱼种苗还远销日本和东

南亚各国。
在洪宜展办公室的显

眼位置，挂着一块“海南省
人才团队基地”的牌子，这
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发布后，为落实
人才政策由海南省委人才
工 作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颁 发
的。洪宜展领衔的名贵海
水鱼繁育技术团队入选海
南“双百”人才团队名单，
他本人也被认定为“南海
人才”，在住房、医疗、子女
教育和企业融资等方面享
受优惠政策。

“近年不断出台的惠台
利民政策，让台胞台企在大
陆发展越来越有保障，前景
越来越好。”洪宜展表示，
大陆近日发布的“农林 22
条措施”贴近台胞台企实际
需求，在土地流转、保费补
贴、新品种权等方面强调了
同等待遇，对台胞台企在大
陆更好发展是重大利好。

看好海南的发展前景，
受到不断推出的惠台利民
措施的鼓励，洪宜展把儿子
洪小贺和表弟洪喜全也叫
来海南发展，成立了海王星
水产科技有限公司。短短
几年，海王星已发展成海南
最具规模的石斑鱼水产种
苗基地之一。“90 后”的洪
小贺更具互联网思维，从卖
鱼卵鱼苗、养殖成品鱼到制

作加工成产品，打通了整条
产业链，生意越做越大。

在屏东的洪宜明见大
哥在海南干的风生水起，经
常向洪宜展咨询大陆市场
的“风向变化”。“老家的养
殖企业总是问我弟弟，大哥
最近养什么鱼啊？”洪宜展
笑着说，“全球最大的市场
就在大陆，他们现在都知
道，跟着我养鱼最赚钱。”

——台商洪宜展扎根海南演绎“鱼水情深”

新华社贵阳 3 月 27 日
电（记者蒋成）贵州省与东
盟的中医药及其相关产业
经贸互补性强，近年来已
成为双方卫生合作的重点
领域。日前，中国—东盟
中医药产业合作（贵阳）对
接会召开，与会嘉宾表示，
当前双方应以防控疫情为
契机，以守护健康为使命，
携手推动中医药产业合作
发展。

此次会议由中国—东
盟商务理事会、贵州省商务
厅共同主办，是贵州跨境经
贸撮合会专题活动之一。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邀
请 了 马 来 西 亚 、越 南 、老
挝、柬埔寨、印尼、菲律宾、
泰国、文莱等东盟国家驻华
使馆代表、工商会及医药商
协会领导人、企业家等 40
余人通过视频方式参会。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
会 执 行 理 事 长 许 宁 宁 介
绍，在近一年来的抗击疫
情过程中，中国积极发挥
传统医药的独特优势，生
产的药品如太极藿香正气
口服液、金花清感颗粒、连
花清瘟胶囊、复方阿胶浆
等赠送或销往了东盟有关

国家。
贵州省商务厅副厅长

冉莉表示，贵州作为中国
四大药材产地之一，中药
资源品种 4800 余种，其中
47 个品种获得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有独到的资
源优势和产业转化优势。
贵州希望把中医药产业打
造成为贵州与东盟各国交
流合作的样板与典范。

中国已连续 8 年成为
泰 国 第 一 大 贸 易 伙 伴 ，
2020 年中泰双边贸易额达
到 987.8 亿美元，比 2019 年
增 长 7.67% 。 泰 国 驻 华 大

使馆商务公使齐雅文说，
中国是传统医药的领先国
家之一，而泰国的传统医
药医疗也得到广泛认可，
中泰两国在中医药领域不
断增进合作，前景看好。

马来西亚中医总会秘
书长郭伟介绍，马来西亚的
传统与辅助医药拥有优势，
使用率高。会上，贵阳市贸
促会与马来西亚医药协会
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贵州与东盟加强中医药产业合作

会议现场

海南台商洪宜展介绍自己繁育养殖的东星斑。
新华社记者 严钰景 摄

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南
将准备采取“疫苗护照”措
施。3 月 26 日，越南疫情防
控国家指导委员会在工作
会议上提出，各相关部门要
随时准备为已接种新冠疫
苗的人群入境越南提供便
利条件。

据报道，允许使用“疫
苗护照”的人群为：已接种
了新冠疫苗的外国商人、专
家，以及入境越南旅游、交
流的人员，此外还有已经接
种了疫苗并需要回国的越
南人。但是，这些人所接种
的疫苗须是越南官方认证
为合法疫苗、并在符合规定
的医疗机构接种的。

越南媒体此前就报道
指出，对越南旅游市场来
说，“疫苗护照”被视为重
启国际旅游的重要措施。

在本月更早之前，泰国
和新加坡就已宣布研究推
出“疫苗护照”。

目前，泰国已经宣布从
4 月开始允许已经接种新
冠肺炎疫苗的外国游客入
境该国 6 个主要旅游省份
（即普吉岛、甲米、攀牙、苏
梅岛、春武里和清迈），尽

管入境游客还需在指定地
点隔离 7 天。届时，入境泰
国的游客预计也必须出示
符合规定的新冠疫苗接种
证明。

此外，新加坡也正在与
有意愿的国家商讨，相互承
认新冠疫苗接种证明。

但是，各个东盟国家的
疫情处在不同的阶段，例如
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

日增病例数仍在一千到数
千的高位，并且各个国家的
疫情防控措施也有差别。
专家认为，这将影响各国之
间对“疫苗护照”的互认，
免疫效果、数据安全、疫苗
分配不公等问题也构成了
阻碍。因此，要实现“疫苗
护照”在东盟各国的互认和
通行，仍需要较长一段时
间。 （来源：东博社）

越南也将采取“疫苗护照”措施
实现在东盟各国互认和通行仍有待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