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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NEWS

从 2020 年 3 月海南所有国
家级贫困县“摘帽”至今，琼州大

地旧貌换新颜，在保亭、在白沙、

在临高……这些曾经山高路远

的脱贫地区成了新征程上的焦

点，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道路上阔

步前行。

海南省乡村振兴局局长何

琼妹表示，目前，海南正构建从

产业发展到民生保障，从自然生

态到人文气象的全方位“衔接机

制”，沃野田畴里涌动着经久不

息的发展活力。

截至今年 9月底，全省共安
排各级衔接资金（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24.35
亿元用于产业发展项目，全省脱

贫人口（含监测对象）务工 31.78
万人；消费帮扶产品销售总额

1.37亿元，受益脱贫户 11.98万
户（次）。

以茶为媒
探索产业生态化之路

蓝天白云、群山密林、碧波

银滩……这是绝大多数人对海

南的固有印象，曾经的国家级

贫困县白沙县就是其中的代

表。这个位于海南岛中部，黎、

苗等民族聚居的山区县、革命

老区县，境内山地、盆地、丘陵

占总面积的 89%，素有“山的世
界、水的源头、林的海洋、云的

故乡”的美誉。

也正因为地处深山、发展受

限，2017年白沙县被认定为全省
唯一的深度贫困县。党的十八大

以来，脱贫攻坚成了白沙县的头

等大事。到 2020年年底，白沙县
完成深度贫困县脱贫摘帽任务，

如期实现全县 44 个贫困村出
列、44146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脱贫。

茶产业是实现这一壮举的

关键。借助热带雨林区位优势和

70 万年前陨石坠落形成的独特
地质资源，“白沙山川美，四季茶

飘香”被越来越多人知晓。

站在硕大的陨石坑旁远眺，

低缓的山坡上茶树密布，排列成

行，五里路有机茶园的 300亩基
地尽收眼底。虽不是采摘季，符

秀香等黎族茶农仍躬身穿梭在

一行行茶垄间，有的在修枝剪

枝，有的在人工除草、施有机肥，

为来年春茶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春茶行情最好，过了年就

开始忙了，每天能采摘鲜叶 10
多斤，每月收入 4000余元，在家
门口就能实现就业！”符秀香面

带微笑地告诉记者，“我们的茶

树是‘吃海鲜’长大的，你看这茶

垄间挖沟埋放的都是鱼虾的发

酵物，不施化肥、不打农药，茶的

品质能不好吗？”

白沙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邓

成耀表示，目前全县茶树种植面

积已从 2014年的 4000多亩发展
到 1.04万亩，带动全产业链就业
人数达 5000余人，其中有机茶
种植面积 3525亩，促进人均增收
约 3500元。

这是坚持生态优先，立足资

源禀赋，因地制宜打造乡村特色

产业的一个缩影。海南的脱贫县

正逐渐走出一条极具地方特色

的乡村振兴之路。

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是

热带雨林深处的一座黎族村寨，

山多、地少，老乡们曾调侃自己

“穷得只剩下山和水”。2020 年
起，毛纳村通过“企业+合作社+
脱贫户”的机制，打造了备地种

植、苗期管理、采收加工、品牌营

销的水满乡大叶种茶产业链，目

前，只有 33户 128人的毛纳村，
茶叶种植面积已达 572亩。
“为了保护热带雨林的原真

性和完整性，我们都不再进深山

采野茶了。”毛纳村村民王秋婷

在她经营的小酒坊里说，“你看

才营业一上午，自酿的山兰酒已

经卖光了。”随着黎族文化不断

传播，王秋婷在自家小院开起了

酒坊和商铺，主要售卖黎锦、藤

编、自酿酒等特色产品。

水满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冯斯福介绍，“现在毛纳村对古

民居、古村道等进行保护修缮，

对合亩仓库、黎族船型屋、织锦

等黎族民俗文化进行展示，充分

挖掘乡村的内在美。”

据了解，毛纳村 2022年累计
接待游客 5.88万人次，旅游收入
294.21万元，全村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17681元，贫困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了。

文旅会友
构建生态产业化格局

毛纳村并非孤例。如今在海

南，隐匿深山的脱贫县正将独特

的自然资源转化为无穷无尽的

发展动力。

在琼中县，森林康养产业成

了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抓手，全县森林覆

盖率达 86.17%，年平均气温
23.4℃，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
米 3772个。

但仅凭资源禀赋显然不够。

2021 年成功申报“国家级全域
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并取得

“天然氧吧”称号以来，琼中县专

门成立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工作

专班，抽调相关业务部门人员担

任专员联合办公，精简、压缩审

批环节。目前，琼中县已吸引 20
余个森林康养项目相继落地，包

括大观沉香产业园、水央村田园

综合体项目、琼中县养老服务中

心等。

今年“五一”节假日期间，琼

中县共接待游客 5.76万人次，实
现旅游总收入 2803.59 万元，一
批像什寒村、蜜柚山庄等热门

“打卡地”涌入人们视线。

位于海南岛西北部的临高县

则是另一番风景。在海边椰林下，

吹着海风、听着海浪、喝着椰汁是

属于临高县的浪漫景象……近

日，在东英镇和新村，只见一排

排滨海民宿人气渐旺，越来越多

的游客来到这里休闲度假，体验

渔家生活。目前，和新村与附近

的博纵村已建成“观海”“望海”

“听海”“倚海”等几十家“海系

列”休闲民宿集群，带动百余人

就业。

2018年，东英镇和新村青年
陈万波辞职回村创办了“头洋海

堂乡村体验农场”，并成立临高

县东英头洋湾旅游观光农民专

业合作社，打造海堂小院珊瑚民

宿区、龙潭神雨非物质农耕文化

区等主题板块，深得游客青睐。

“在这里不但吃、住、行、

游、购、娱为一体，还具有浓郁

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情怀，我们

就是要让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最终实现现代农业、休闲度

假、乡村旅游的多业态繁荣振

兴。”陈万波说。

据了解，近年来临高县精准

投入产业资金 2.34亿元，撬动社
会资本参与，打造出一批乡村振

兴示范点，带动 46个脱贫村持
续发展。去年，全县旅游人数达

到 191.75万人，旅游收入 11.45
亿元。

发力民生
增强幸福感获得感

“优质的医疗资源就在‘家

门口’，再也不用来回倒车去大

城市看病，真正体会到‘小病不

进城，大病不出县’。”日前，在保

亭县人民医院加茂分院，一位附

近山区的患者吐露心声。

寻医问药，对地处雨林深

处、山高路远的脱贫县而言，历

来都是苦不堪言的民生难题。如

今，随着一个个民生项目相继落

地，脱贫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与日俱增。

何琼妹说，“近年来，我们

始终从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入

手，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力度，近

8 成财政支出用于民生，力争把
脱贫县打造成高品质生活的宜

居地。”

不久前，保亭县加茂镇的八

旬老人袁田突发脑出血，在保亭

县人民医院总院神经外科进行

开颅手术治疗。术后第三天，患

者家属听说镇上的“加茂分院”

就有县医院神经外科和内科专

家长期驻点，于是就申请将老人

转至家门口的分院。在大夫们的

精心治疗下，老人的病情很快稳

定下来。

近年来，海南省积极引进优

质医疗资源，采取“政府推动、部

门放权、体系整合、资源下沉、要

素保障、医保支撑”的方式，组建

以县人民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

院和社区卫生服务站为成员单

位，村卫生室纳入一体化管理的

医疗集团，实现了县域医疗卫生

资源的整合利用、高效降耗。

目前，五个国家级脱贫县均

已实现医疗集团全覆盖，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明显回升，

同比增长 12.67%。
教育也是民生的核心关键

词。今年以来，海南省琼中县累

计发放生活补贴和国家助学金

近七千万元，实现学前到中职各

教育阶段脱贫家庭在读学生全

覆盖，惠及脱贫家庭学子 19191
人（次），让琼中因贫辍学现象彻

底消失。

就读于海南省琼中大丰学

校五年级的学生王小庆，来自黎

母山镇永太村的一个脱贫家庭，

性格一直较为内向、自卑。为此，

学校老师开始密切关注其学习、

生活和思想变化，每天一见面，

每周一谈话，每月一家访，每学

期一次帮扶效果评估，今年，王

小庆在班主任的鼓励下，参加了

学校组织的演讲比赛，并荣获二

等奖。

目前，海南省不断深化新课

程改革，完善“好教师、好校长”

引进机制，优化中小学校布局，

启动三级教研网络……2022年，
全省通过发放教育特惠性资助

2.38 亿元，受益脱贫家庭学生
20.03万人（次）。

（据《农民日报》）

海南：守牢生态底色 阔步振兴之路

”
日前，在位于海南白沙县牙叉镇的原生态茶园小镇内，外地游客

与当地茶农一同采茶，体验农事乐趣（吴峰/摄）

九月的海南岛处处弥漫着丰收的味道：保亭县的红毛丹压弯了枝头，白沙县的百香果、

菠萝蜜硕果飘香，随处可见的斑斓叶奏响了又一年的增收序曲；九月的海南岛，更是

风景宜人的旅游胜地：五指山下的雨林深处建起了康养度假村，主打生态游、文化游的毛纳村、

博后村，和美丽的海岸线一样成为海南岛的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