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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推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把绿水青山化作金山银山

五指山始终坚持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当仁不让的“国之大

者”，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探索产业生态化和生

态产业化新路子，通过严把项目和产业准入关，不断调整和优化

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打雨林牌、借科技力、吃生态饭，探索出

一条依托实际、因地制宜的生态和产业结合发展之路。

一、坚持科学规划，以生态产业化奠定乡村振兴“绿色底蕴”

一是依托实际，奠定发展主基调。五指山市国土面积的63%

被划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在全省市县中占比最高。五指山

努力跳出五指山、跳出海南、跳出全国来看待国家公园建设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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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切实将保护和利用好国家公园这一“国宝”，当作五指山

未来的发展之路。坚决完成国家公园生态搬迁工作，加大对国家

公园范围内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切实保护好每一座山、每一片

林、每一棵树。二是突出抓好“六水共治”，大力实施昌化江上

游滨河雨林生态修复综合治理工程。用好国家公园这张靓丽名

片，探索在一般控制区内开展特许经营活动，研究谋划研学基地、

雨林人家等雨林特色旅游产品，加快把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打造成

具有海南特色的重要旅游目的地，真正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

展中保护。积极做好“雨林+”文章，精心举办2022年博鳌亚洲

论坛公园雨林文化展，进一步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推向高潮，让雨林文化展成为了今年论坛的“爆款”，得到了国

内外嘉宾及媒体的一致好评，向世界展示了海南保护与利用热带

雨林的丰硕成果和推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践行“两山”

理念的生动实践。三是加快建设热带雨林博物馆，实施雨林旅游

公路(二期)工程，提档升级雨林时装周活动，抓紧谋划举办“雨

林与您”体验活动、“鹿拉松”、雨林电音节、雨林音乐节、雨

林骑行等雨林文体活动，进一步讲好雨林故事，提升国家公园影

响力和知名度。四是加强与海南师范大学等机构合作，建立“四

库”研究机构，着力答好“四库”答卷。提档升级雨林时装周活

动，精心谋划举办“雨林与您”、“鹿拉松”、雨林电音节、雨

林音乐节、雨林骑行等雨林文体活动，进一步讲好雨林故事。

二、坚持科技创新，以生态科技特派员推进产业生态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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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生态科技特派员制度，探索科技人才服务乡村新模式，

引入一批专业能力强、技术水平硬的科技人才，打造一批产学研

相融的科普基地，全面提升以科技人才促推科技创新、以科技创

新推动乡村振兴的能力水平助推五指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一是

面向全国累计遴选认定136名科技人才为生态科技特派员，覆盖

全市59个行政村，在田间地头“传业解惑”为五指山广大农民

带来科技致富新思路、好办法。二是组建乡镇农业科技110服务

站和建设生态科技特派员云服务平台，配套开通“五指山生态科

技特派员”微信小程序端口，通过“线上+线下”双向渠道搭建

科技人才服务乡村平台，为农民提供快捷、高效的信息化农业科

技服务。三是依托科技人才和科技平台，组织生态科技特派员以

手把手教学、一对一解答的服务形式，开展精准帮扶，提高农民

自身的农业技术水平，促进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在五指山的

推广和应用，实现农业增收、农民增效。目前，五指山市依托生

态科技特派员制度，成功创建101户科技帮扶示范户和7个科技

帮扶示范村，示范村和示范户发展较好产业20项，引进合作发

展产业企业10个，科技惠及建档立卡脱贫户1104户。

三、坚持生态优先，以产业生态化推动农民增收

大力发展特色经济以产业生态化奠定乡村振兴“绿色底蕴”。

一是全力推动林下经济发展。制定林下经济发展指南，大力发展

林茶、林花、林果、林草、林菜、林菌、林药、林禽、林畜、林

蜂、林游、林养等“十二个林”的林下经济，“五指山红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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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山五脚猪”等农业品牌先后通过国家地理标志登记认证，养殖

五指山山鸡38.65万羽，种植益智4.80万亩、油茶1.56万亩。

二是重点发展“三片叶”。茶叶方面，全面推进茶业“扩容、增

量、纯种、普查”工作，精细化、高端化打造五指山大叶红品牌，

全市茶叶种植面积10038亩，茶青加工量约78万斤，茶干产量

约26万斤，总产值约1亿元，带动当地建档立卡脱贫户年人均

增收3000元，五指山红茶荣获海南农产品十佳区域公用品牌和

海南十大地理标志称号。雪茄烟叶方面，探索“雪茄烟-山兰稻”

的烟稻轮作模式和“雪茄烟-山兰稻-五脚猪”的绿色循环生态有

机农业生产方式，全市累计种植800亩，雪茄烟叶产值约1600

万元，实现税收400万元。野菜叶方面，推行“政府+科研机构+

企业+农户”的野菜叶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树仔菜、龙须菜、百

花菜等二十余种野菜，全力推动“五指山野菜”成为畅销省内外

的农产品。以南圣镇种植树仔菜为例，全镇累计种植树仔菜面积

330亩，年产量约45.4吨，年产值达430万。三是加快建设四

大生态产业园区。立足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定位和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核心区区位，高标准高质量规划建设番阳雨林农产品加工产

业园、水满雨林茶产业小镇、新征程绿色金融产业园和南圣雨林

金融小镇等“四大园区”，发挥小型生态产业园的产业带动和辐

射作用，力争打造成生态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园区。其中，以新征

程绿色金融产业园为纽带平台，创新探索贷后服务产业，积极打

造“五指山小贷金融”品牌，吸引小米、中邮、招联等6家企业



- 5 -

成功入驻，产业模式已基本成型。

四、坚持融合发展，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相辅相成、和

谐共赢

积极围绕一个乡镇一批美丽乡村、一片高标准农田、一个研

学基地、一个露营基地和一乡多品“4个1+N”谋划产业项目，

今年累计开工实施项目350个。以国家挂牌督办为契机，清退在

基本农田种植的槟榔320亩，试点在槟榔林下套种石斛100亩，

并为槟榔种植农户购买槟榔价格保险，防止槟榔价格大幅下跌导

致返贫致贫和因盲目扩种槟榔造成的毁林坏林、水土流失等生态

环境治理难题。采取“碳排放交易+低价运维费用”低成本的运

维方式，创新光伏碳汇交易模式。把全市村级光伏电站项目碳排

放量的所有权和交易权交由第三方公司进行管理、运营和维护，

降低8%—10%的运维成本，并利用光伏电站收益资金开发674个

公益性岗位，有效解决了部分特殊人群外出不便、急需就近务工、

兼顾家庭等突出就业问题。

五、坚持品牌强农，以生态产业化打造乡村振兴“绿色银行”

用好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金字招牌，用足五指山丰富的生态资

源特色，积极发展森林旅游、康养旅游等新业态新模式，谋划建

设森林人家、科普游学、露营等雨林特色旅游产品，高水平办好

第一早春茶开采节、亲水三项赛、美丽乡村绿色骑行等活动，重

点打造黎峒文化园等一批精品旅游项目，水满乡获批省级旅游小

镇，红峡谷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省民族博物馆成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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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十三五”以来，五指山市建成13个乡

村椰级旅游点，成功创建38个美丽乡村，累计接待游客总人数

936.69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4.35亿元。精心设计“跟随习近

平总书记足迹，发现五指山之美”旅游线路，推出黎苗特色文创

产品展示、茶艺冲泡展演、黎苗本土文化表演、黎族长桌宴和篝

火晚会等旅游精品套餐，全力打响“不到五指山，不算到海南”

品牌，让毛纳村水满乡成为了游客“网红打卡地”和全省机关企

事业单位党建团建的重要阵地。4月11日以来，毛纳村小组累

计接待游客3.81万人次，同比增长340.6%；旅游收入达190.91

万元，同比增长340.9%。

白沙县聚焦宜居宜业宜游 
打造“三园”庭院经济

白沙县打安镇紧紧抓住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战略机遇，以

美丽乡村提质升级为抓手，以产业发展为依托，通过发展庭院经

济实现村庄环境美化、群众增收致富。

一是聚焦宜居，发展“菜园”经济。长岭村从建设之初，

就本着因地制宜、尊重群众意愿的原则，不搞大拆大建、整齐划

一，不仅突出地域特色、乡村特点、乡土气息，还为群众生活留

足了空间，为每一户农户都预留了小庭院。打安镇围绕“小庭院

也可做大文章”的理念，坚持群众实用实惠实际的原则，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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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硬化、也不能黄土裸漏，在与群众广泛沟通交流的基础上，

结合群众日常生活习惯，通过“政府赠种+群众自管”的方式，

引导群众在庭院内种植瓜菜。并通过最美庭院评比活动，激励群

众种好管好菜园。目前，全村50户农户，户户都有“菜园”经

济，有的农户5平米菜园种有十几种蔬菜，完全满足了群众日常

蔬菜自给，既减少了群众平时饮食支出负担，也让原本普通的庭

院变得更加多姿多彩、变得更加舒适宜居。

二是聚焦宜业，发展“花园”产业。长岭庭院经济既考虑

了群众生活，也要满足群众精神文明的需求，庭院内既要有吃的

“菜”，也要有赏的“花”。打安镇依托村集体经济兰花产业基

地，采取“政府+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由政府引导，帮

助有意愿的群众在庭院中搭建花棚、扶持种苗；村集体合作社负

责统一运营管理，开展技术培训、日常管理跟踪辅导、按市场价

统一回购销售；村民拿出自己的庭院，合理划分区域发展庭院兰

花种植。通过引导和宣传发动，长岭村内先后建起了10余个庭

院兰花棚。一个小小20-30平米的兰花棚，可以置放约300余盆

兰花，每年可以给群众增收2000元左右。并且兰花种植不占用

群众正常的生产时间，每天闲暇时间照料一下即可，得到群众的

广泛认可。庭院兰花的种植让群众有了“房前屋后”的产业，让

“方寸之地”变成了群众增收之所，拓宽了群众增收的渠道。当

前，长岭村正在立足庭院兰花产业，借助打安镇“一镇一品”兰

花特色小镇建设契机，在村内加快建设兰花观赏大道、兰花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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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兰花展览厅、精品兰花销售点，切实把庭院兰花打造成“一

二三”产融合的现代庭院经济产业。

三是聚焦宜游，发展“果园”经济。长岭村最大的优势是

生态，最大的本钱是生态，村内郁郁葱葱，种有花梨、母生、榕

树、槟榔、竹林等树种，既有名树，也有古树。长岭村把好生态

当作好资源，立足生态产业化的发展思路，在村内道路和群众房

前屋后种植黄皮、杨桃、荔枝、芒果、菠萝蜜等果树。让村内热

带水果一年四季果香不断，在可吃“菜”、可赏“花”的基础上，

发展可以体验采摘、品尝鲜果的“趣”。当前的长岭村通过打造

庭院经济，可谓是一步一景、瓜果飘香，逐渐地吸引了很多游客

慕名而来，让村级党组织又看到了新的发展空间。目前，长岭村

结合庭院经济的发展，正在建设农家乐和民宿，推动长岭村加快

成为乡村旅游的一张靓丽“名片”，逐步实现群众在家门口吃上

“旅游饭”，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

动态信息

【琼中】琼中创新“互联网+公共就业服务”新模式，打造

“琼中就业驿站”和“海南就业驿站（零工市场）琼中黎母山

站”平台，实现线上线下资源共享，推进服务智能化，通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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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公共就业服务活动，为全县各类就业群体提供职业指导、岗

位介绍、精准匹配等公共就业一站式服务，切实打通就业服务

“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开展电工、保安、建筑砌墙、母婴

护理员等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班66期3812人；通过就业驿站举办

岗位对接推介会、精品招聘会、线上招聘会等各类就业服务活动

47场，开展政策宣传1640次，发布岗位信息10101条，成功推

荐就业2550人次。

【定安】定安县率先推行乡村振兴工作队“重点工作公开承

诺制”，以“三诺”（精准定诺、公开晒诺、扎实践诺）推进乡村

振兴。截至目前，共承诺404个事项，完成340余件，涉及基层党

建、村集体经济、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量体裁衣，精准定

诺。通过入户走访、“党员群众夜话”等方式收集群众意见600

余条，汇总形成“承诺清单”，由镇党委审核把关，既保障承诺事

项符合基层发展规划，又确保承诺目标符合群众利益。广泛宣传，

公开晒诺。线下组织乡村振兴工作队长在月例会上立下“军令

状”；线上依托“定安发布”“定安党建”等，全面公开108支工

作队承诺清单。制度保障，扎实践诺。将承诺完成情况纳入平时考

核、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干部评先评优、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建立“亮点”承诺现场观摩交流会制度，所观摩村驻村工作队长或

第一书记亲自讲解，营造比学赶超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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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保亭县秉着打造“城区步行15分钟、乡村辐射5公

里”的就业便民服务圈，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就业政策咨询、

职业介绍、职业培训、求职招聘登记等“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

今年9月以来，紧抓疫情形势转稳、农村劳动力集中返岗和外出务

工的契机，协助乡镇推动劳动力“点对点”高效有序输出、入户宣

传送政策推岗位等工作，为提升全县农村劳动力组织化、规模化转

移就业水平提供坚实的服务保障。截至目前，保亭已完成6个镇的

就业驿站建设，就业驿站共走访和接待用人单位1561家，其中用

工登记1150家；走访和接待求职人3697人，其中求职登记1954

人；发布岗位信息5108条；登记劳务带头人49人；举办招聘会5

场；实现稳定就业91人，灵活就业2369人次，转移农村劳动力

350人次，创造务工收入556万元。

【澄迈】澄迈县探索多元化、多主体的农村厕所粪污资源化

利用模式。一是政府购买服务，变“粪”为宝。福山镇等采取政府

购买第三方公司服务，由种养殖农村专业合作社负责粪污清运。清

掏队回收厕所粪污后，在粪污中加入生物剂、秸秆等物发酵，45

天后进行干湿分离。湿的沼泽液用于浇灌牧草，干的部分用来养蚯

蚓，生产种植瓜菜的有机肥。二是委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村集

体经济增收。老城镇等引导成立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农村粪污清

掏，镇政府通过委托镇域内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抽运辖区厕所粪

污。抽运的粪污经无害化处理后，形成的有机肥用于本镇的庭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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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示范村，减少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的用肥成本，形成良性循环。

三是种植大户包村清运。金江镇采取就地处理原则，为辖区内30

余处槟榔种植园、橡胶种植园、香蕉种植园无偿提供有机肥3000

余吨，基本实现粪污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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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省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

送：省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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