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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乡村振兴局                      2023年 5月 31日 

五指山市毛道乡采取“六个一”举措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近年来，五指山毛道乡始终把发展壮大脱贫村村集体经济作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一项重要

任务，通过盘活村集体资产资源、村集体特色产业、发展光伏产

业等方式多模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落

实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主要做法有：

一是流转盘活一批村集体土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土地流

转和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也是农村

改革的基本方向。毛道乡主动做好“土地”这个大文章，科学有

效地流转土地，盘活闲置土地资源，用活村集体资产，让闲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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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动”起来；依托土地流转，盘活土地资源，提高土地使用价

值，增加村集体经济收益。毛道乡各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主动参与

对接，摸清家底锚准目标，进一步盘活了闲置的村集体土地（含

村集体林地）5902.9亩，2022年村集体实现增收 28.32万元。

二是抱团成立一个村集体企业。为有效推动产业规模化发

展，毛道乡积极探索和大胆创新村集体经济抱团发展模式，毛道

乡辖区 4个行政村合资，注册成立了“五指山市合亩四季农业有

限公司”的村集体企业，搭建“互联网+旅游点+文创产品+特色

农产品”销售平台，以“合亩四季”村集体企业为核心基地，培

养一批懂种植、会经营、能销售的现代乡村电商产业群体，发挥

村企的带动作用，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增收，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

济效益，为促农增收提供有力保障。截至目前，销售额约 50万

元，带动农户 200余户，实现户增加收入 2500元。

三是发展一批村集体特色产业。各行政村依托自身优势，发

展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源泉。毛道村结合田洋改造，

整合零散地复耕，积极引进投资企业，以“公司+村集体+农户”

的模式，动员农户将零散地块流转种植 120余亩百香果，村集体

年增加收入 18万元。毛卓村百香果基地共种植30亩，为村集体增

加经济收入3万元，并带动9名脱贫户就近务工，人均增加经济收入

3000元；利用菜篮子基地种植、茄子、朝天椒等特色集体产业，

为村集体增加经济收入 8.3万元，带动 23名附近群众就近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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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收入和解决务工就业双盈利；毛卓村探索在斑斓育苗基地共种

植 12亩，带动 9名脱贫户就近务工，人均增加收入 2200元。

四是出租一批村集体固定资产。管好用好脱贫攻坚期内建设

的村集体经济资产，开展招商引资，通过租赁、承包等方式，盘

活村集体资产资源，挖掘存量价值，不断发展做强村集体经济。

通过招商引资，建成了五指山市第一家汽车检测中心鸿泰机动车

检测中心，每年为了村集体增加 15万元的收入，解决了毛道村

6名脱贫户的就业问题。有效盘活村集体资产，出租了 3间铺面、

肉粽厂，村集体收入 6.28万元，收益分红 13户脱贫户。

五是建设一批村集体光伏电站。毛道乡在坚持集中统一建设

和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不砍树、不占田、不要地，充分利用乡

村篮球场、村活动中心、瓜果长廊等富余土地的“空中资源”搭

盖光伏板，使光伏板既成为基础设施的“遮阳伞”，也成为群众

脱贫致富的“金银板”。目前，毛道乡各村建成并网光伏电站 7

个，建设规模达 1000KW，累计收益 174.69万元。开发村级公益

性岗位 87个，发放公益岗工资 106.82万元，用于分红、兜底、

发展产业累计支出 12.73万。

六是发展一批林下集体经济。毛道乡充分利用雨林高山野山

蜂的资源和乡企的独特优势，发展林下蜂蜜产业。采用“乡企(村

集体)+农户”模式，4个村委会集体打造蜜蜂养殖基地，引导农

户依托自身优势发展林下蜂蜜产业，再依靠乡企的公司化发展订

单型农业，打造产业化、规范化的热带高效农业产业链条，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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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持续增收。目前，蜂蜜订单达到 20万元，并有效带动 10名

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同时，为全面发展林下经济打下扎实的

基础。

（五指山市乡村振兴局）

海口市狠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海口市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和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有关指示和批示，落实省委、省政府相关工作部署，

以“六个坚持”为抓手，狠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

一、坚持高位推进，加强指导形成工作合力

一是加强领导。海口市把乡村建设工作纳入市委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领导小组重点工作事项，由领导小组负责统筹组织实施，

提升乡村建设工作组织力。二是高位推动。把乡村建设工作列入

由区委书记月调度会汇报固定内容，市委书记每月点评调度；把

乡村建设列入市政府常务会议重要内容，安排专项经费开展乡村

建设；市领导经常性采取“四不两直”直插问题镇村调研，推动

区镇乡村建设补短板；建立了市领导挂点联系制度，每个市领导

挂点一个镇，推动乡村建设工作；今年 3月份召开全市和美乡村

建设现场会，对四个区 9个点位进行参观、点评、比拼。三是统



- 5 -

筹指导。制定《海口市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5年)》，

明确乡村建设工作安排；特别是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方面，出台

《海口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规定》，实施《海口市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明确部门职责，形

成工作合力，推动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二、坚持兼顾当下和长远，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一是实施整洁行动。组织以村委会为单位，乡村振兴工作队、

村委会牵头，发动村民，自内而外开展以“四清三整三提升”为

主要内容的村庄整洁行动，重点突出对乱搭乱建、乱堆乱放、卫

生死角、污水横流、畜禽散养等问题全面开展翻箱倒柜式的、彻

底的整治。截至 5月 20日，全市党员干部群众的参与人数 256076

人次、出动车辆 26033辆，清理乱堆乱放 39409处，清理乱搭乱

建 12042处，清理沟塘水渠 8294处，清理卫生死角 17702处。

二是抓好风貌管控。高标准完成全市 188个实用性村庄规划编

制。加强农村自建房监管，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动民宅规划建设“五

个统一”,落实好民房建设监管“六个到场”，扎实做好村庄风

貌管控,涌现出美伦、保明、本立等美丽村庄。三是统一工作标

准。明确“一拆二清三建”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标准。即：

首先彻底拆除影响村容村貌的残垣断壁、乱搭乱建、废弃的圈舍、

违规商业广告、招牌、乱拉乱接线路等。其次，集中清理生活垃

圾、卫生死角、乱堆乱放的杂物、生活污水、禽畜粪便和农业生

产废弃物等，保持村民房前屋后干净卫生，村庄环境整洁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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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此基础上，集中建设一批群众急切盼望的小村道、小巷

道、小水沟、小型活动场所等基础设施。2023年整合 3980万元

衔接资金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组织各区按照“一拆二清三建”

的工作步骤，配套一拆二清的资金，并在完成拆、清两个环节后，

再行开展后续建设工作，确保建一个成一个，避免再次走回头路。

四是制定长远目标。要求每个区每年完成 1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群落建设，每个镇每年新完成 1个村庄（或 2个村民小组）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每个行政村每年新完成 1个村庄（或 2个村

民小组）的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建设，计划用三年时间

（2023-2025年）区级建设 13个和美乡村群落，79个自然村；

镇级建设 98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村级建设 1082个人居环境整

治示范村。五是探索创新管理。海口市积极在环卫到村的基础上

探索由保洁员担任乡村管家，开展 1+N服务，建立绩效考评机制，

提升农村环卫水平。

三、坚持打基础补短板，抓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实施农村道路畅通、供水保障、清洁能源、农房质量安

全提升、数字乡村建设等工程。全市农村地区电力保障水平达

100%；农村危房改造累计竣工 21711户，农房抗震改造累计竣工

890户；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8.36%，饮水安全考核指标全部达

标、水质全部合格。

四、坚持示范引领点面融合，提升乡村建设品质

坚持以田园风光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线，以传统村落和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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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保护为重点，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串点、连线、成带。截至目

前，全市建设特色产业小镇 9个、星级美丽乡村 54个。获评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 3个、全国旅游重点村 6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镇 1个。

五、坚持结果导向，建立考核督导机制

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列入对各区乡村振兴实绩考核范

围；同时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月交叉考核工作机制，采取第三方评

估、交叉检查和各行业部门考核打分相结合的方式，依托开发的

考核微信小程序，对各区、镇、村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

月考核打分。每月对考核前三名的镇给以通报表扬和资金奖励，

对排名倒数第一的区和排名后三的镇，责成区委书记和镇委书记

作表态发言。今年来已经发放激励资金 40万元。

六、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强群众参与度

海口市在乡村建设中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将党组织生活与乡村建设有机结合，引领

带动群众投入乡村建设。同时，运用多举措、多形式广泛开展乡

村建设政策宣传，激发群众“我参与、我受益”的内生动力。另

外，创新把动员群众能力强的积分制、清单制管理工作与乡村建

设工作结合，提升乡村建设管理水平。

（海口市乡村振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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