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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乡村振兴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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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 26 期）

海南省乡村振兴局 2023 年 4 月 27 日

白沙黎族自治县探索“两山平台”改革试点
拓宽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振兴发展路径

白沙黎族自治县抢抓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机遇，依

托建设国家“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的契机，积极打造“两山平

台”，探索建立生态资源的“调查评估-收储流转-提升开发-

风险监管”转化机制，结合意向企业需求筛选优质资源，推动

构建生态有机农产品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雨林旅游、体育

旅游互动发展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不断拓宽农民就业和

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探索出了一条绿色发展驱动产业生态化和

生态产业化的“白沙路径”。成为海南省唯一入选的县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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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山”实践创新基地。主要做法有：

一是数字化驱动“两山平台”建设。建设海南(白沙)生态

资源资产数字化运行平台，采用大数据、互联网、GIS 等技术

建立白沙县生态产品数据库，提供生态产品管理、交易、招商

引资、项目监管、金融服务、一张图应用等功能，形成生态资

源收储清单，内容涵盖自然资源、村域资源、人文资源、人力

资源、稀缺资源和其他资源（特色可开发资源）等六大类、二

十三种具体资源 530 余项，以清晰的数据为生态资源后续谋划

开发利用夯实基础。

二是探索生态资源转化多元模式。实行生态资源线上收

储、查询、招商一体化运营模式，推出兰花、益智、山兰稻等

一批试点招商项目，不断释放“两山”转化生态红利。如青松

乡通过试点招商引进企业发展林下复合经济，收储五个村委会

860 余亩零散土地打造山兰稻种植示范基地，在橡胶林下推广

万亩益智标准化种植，积极盘活沉睡资产，让闲置土地和林下

空间变得灵活高效；打安镇以兰花产业为载体，打造热带雨林

兰花品牌示范基地、“产学研”种苗培育基地、“前店后园”

模式集散交易中心、“兰花科普+旅游”“四个工程”，助力“两

山平台”生态资源价值实现。

三是金融加持拓宽“两山”转换通道。探索开发碳汇贷、

益智贷、兰花贷、民宿贷以及保险等金融产品，打开“两山贷”

“生态贷”等金融“引渠”新局面，实现首笔 500 万元“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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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落地，解决了农民和企业融资难问题。启动创建碳中和示

范区，设立全省首个茶叶碳标签，利用百万亩胶林探索碳汇交

易，成功交易首单海南林业碳汇，实现存入“绿水青山”，取

出“金山银山”。

（白沙黎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

澄迈县福山镇党建引领五大振兴
绘就发展美好蓝图

澄迈县福山镇坚持党建引领，实现基层党建和乡村振兴深度

融合、齐头并进，2022 年澄迈县福山镇入选省级 10 个乡村振兴

示范镇创建单位。主要做法有：

一、因地制宜打造特色项目，推动乡村产业“旺”

一是在项目打造上注重整体提升。因地制宜指导村集体经济

工作通过投资入股、持股运营、开展公共服务、图斑复绿、教学

研习等业务，形成多元化发展模式，2022 年全镇村集体经济收

入为 269.5 万元，8 个行政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均达到 10 万元以

上。二是在项目赋能上注重互促互成。指导 8 个村（社区）持股

运营分拣中心项目，2022 年实现营收 150 万元，在推进“澄迈

福橙”标准化管理评定与品牌农业赋能集体经济发展同步实现提

质增效。三是在项目带动上注重形成合力。积极争取相关职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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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支持与指导，策划开展福橙农旅采摘等活动，并搭建种植户

采销服务平台，通过农旅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二、多措并举完善培育机制，促使人才队伍“兴”

一是建立“常服务”机制。用好用足县委相关扶持政策，主

动服务辖区创业党员及返乡大学生，让人才“留得住、有发展”。

二是建立“常锻炼”机制。以“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为抓手，

组织党员干部培训 5 期 993 人次；搭建农业中专班授课平台，为

本土年轻农民提供农业专业指导及学历提升。三是建立“常关怀”

机制。通过走访、调研企业，召开政企座谈会等方式，充分听取

人才对行业发展的意见建议，广泛汇聚人才智力、财力、信息等

资源。

三、综合施策深耕文化沃土，实现文化营造“好”

一是突出阵地打造。加强农家书屋、文明实践站、廉政文化

阵地打造，开展读书活动 32 场次，支持 7 个民间文艺队伍开展

文艺下乡活动，指导村（社区）举办亲子绘廉活动、送春“廉”、

趣味运动会、排球、拔河等文化活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二是突出典型引领。以乡村治理积分制为重要抓手，引导村民积

极参加乡村治理，2022 年获评县级文明村庄 5 个，文明家庭 2

个，最美家庭户 1 个。三是突出地方特色。积极争取县职能部门

的支持与指导，举办“福山接福”“啡尝澄迈”等文化活动，促

进“文农旅”融合，侯臣村入选第四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四、一体推进环境综合治理，造就生态环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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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六水共治”为抓手践行“两山理念”。各支部常态

化开展“清四乱”主题党日活动，清理河道 16 公里、水浮莲 47952

平方米，清退禁养区海塘 3054 亩、生蚝 494.17 亩，“六水共治”

考核为优秀。二是坚持绿色发展建设宜居乡村。集中清理生活垃

圾 9724 吨，完成农村户厕改造 229 户，危房改造入住 13 户，同

步实现村容村貌提升及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提升。三是健全长效

机制补足治理短板。推广敦茶村人居环境整治管理模式和官族村

互评互看找短板工作机制，将党小组长列入网格化管理体系，乡

村整治成效更加显著，敦茶村、官族村荣获海南省卫生村

（2022-2024）称号。

五、积极搭建为民服务载体，助力基层组织“强”

一是做实“查破促”活动。按时间节点办结“查破促”14

个堵点问题，道路拓宽、增设红绿灯实现交通有序，拆除陈旧立

面消除安全隐患，2013 年西环高铁征地拆迁遗留问题等难点问

题的破解得到群众一致好评。二是深化为民服务改革。主导编印

《福山镇 53 项便民事项指南》，2022 年服务窗口受理事项 14085

件，法定期限办结率 100%，相关做法在海南日报宣传报道。三

是筑牢战斗堡垒。组建党员先锋队 10 支，志愿服务队 12 支，在

抗疫、退塘还林、图斑整治等攻坚克难工作上切实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

（澄迈县乡村振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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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市和乐镇六连村因地制宜产业兴：
小小鸭蛋“跑”出六连红

万宁市和乐镇六连村创造性打造了“农户+小微企业+电商”

的产业链条，培养和发展优势产业，形成特色产品，增加村民收

入，壮大村集体经济，被农业农村部推介为第一批全国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村级典型案例。主要做法有：

一是因地制宜，谋划产业发展。六连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和村

两委针对六连村的实际，因地制宜，科学谋划特色产业项目，2021

年 6 月份以来，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和村两委组织各村民小组长、

部分党员和群众代表先后 6 次赴省内海口、三亚、儋州、澄迈、

文昌、琼海、定安等市县开展产业项目调研，入户走访本村农户，

了解农户自家产业情况，听取他们对乡村特色产业的意见和建

议，有针对性地发展产业项目，通过一系列的调研、征求意见和

会议论证，最后确定以咸鸭蛋深加工产业为切入点，在村委会六

连红色广场新建食品厂，主要生产加工咸鸭蛋、蛋黄、粽子和海

产品加工及电商平台等产业项目，带动本村村民发展壮大现有产

业，辐射周边村民发展产业。

二是合作共赢，壮大集体经济。首先，由村集体股份经济合

作社与港北老渔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成立万宁市禄禄红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采取“合作社+公司”的运作模式，发展集鸭蛋加

工、特色粽子加工、海产品加工、农产品展销中心和电子商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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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的特色产业项目，村集体合作社出资 50 万元占股 20%，港

北老渔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100 万元入股，并负责管理、技术和

运营。双方约定，不论盈亏，村集体合作社每年可获得保底分红

3 万元，如后期企业发展壮大、盈利增长，村集体合作社按照占

股的 20%获得分红。其次，由村委会提供集体土地并利用中央扶

持的产业发展资金 300 万元和省、市产业发展资金 100 万元，建

设 1200 平方米的食品加工厂厂房及购买部分生产设备，并以每

年租金 5 万元的价格，租赁给万宁市禄禄红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使

用。2021 年 11 月，厂房租赁资金 5 万元和 3 万元保底分红已转

入村合作社，实现村集体经济当年增收 8 万元。2022 年 2 月万

宁市禄禄红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开始试生产，5 月 4 日正式生产营

业，直接解决了本村近 60 名劳动力就近务工就业。

三是加强培训，促进就近就业。为有效解决村民就近就业，

万宁市禄禄红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在本村定期举办

鸭蛋加工技术培训，粽子裹绑技术培训班、真空打包培训班等，

为想要务工又缺乏技术的当地脱贫户和失业村民提供很好的再

就业培训机会，提升专业技能，增强自信心和满足感。目前，万

宁市禄禄红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给本村创造 60 个就业岗位，优先

解决了当地脱贫户等低收入群体就业难题。

（万宁市乡村振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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