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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记者前往博后村，路边的广告
牌上十个大字分外醒目——“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这句话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
年4月9日来这里考察时留下的。

记者在景区看到，如今玫瑰花还未开
放，员工们戴着斗笠在玫瑰地里劳作。

三亚兰德国际玫瑰谷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玫瑰谷公司）办公室主任苏文茂告诉
记者，玫瑰谷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合作模式，让周边博后村、大茅村等村庄村
民告别了上山砍柴、毁林种地的日子，鼓励
村民出租土地、种植玫瑰、发展产业。截至
2016年 12月，全省玫瑰种植面积达2500
亩。其中，合作社种植总面积为1000亩，玫
瑰谷种植面积1000亩，儋州市种植面积
300亩，三亚吉阳区种植面积200亩。

据了解，目前已成立合作社18家，通过
公司对合作社进行有针对性的技术指导，参
加合作社的农民收益不断增长。

苏文茂说，为了帮助合作社农户种植，
他们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基础上，还
将经营模式精细化，采用“公司＋合作社＋
农户+科技+生产标准化”。同时，实行“五
统一分”的模式进行管理，即“统一种苗、统

一农资、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分
散种植”。

苏文茂介绍，为了确保合作社农户的基
本利益，玫瑰谷采用全年固定价格向合作社
收购，以打消市场下行情况给农户带来的顾
虑。目前玫瑰种植亩产约4万支鲜切花，每
支0.8元，亩产价值3.2万元，扣除成本投入，
每亩每年收益2万元以上。

据统计，2015年，玫瑰谷安排就业人数
437人，2016年安排就业总人数为515人，
较2015年上升17.8%。

收入方面，在玫瑰谷工作的村民人均年
收入2.6万元以上。农民土地出租，租金收
入为每亩一年3300元。

玫瑰谷建设以来，不断推动周边农村的
经济发展，截至2016年12月，带动博后村
发展规模化玫瑰特色民宿客栈14家、餐饮
店4家。

除种植和旅游业外，玫瑰谷还以玫瑰为
原料，研发衍生产品，目前已经开发出护肤
品、化妆品、玫瑰食品、玫瑰饰品等38个系
列共158个品种的特色衍生产品。苏文茂
告诉记者，目前衍生产品的收入已经占玫瑰
谷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三亚亚龙湾国际玫瑰谷坐落在原本默默无
闻的黎族村庄——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大约
9年前，那里还是一片盐碱地，当地村民收益微
薄。如今，玫瑰谷不仅解决了当地大量村民的
就业问题、带动村民一起致富，而且其自身也得
到了长足发展，经济效益逐年递增。

2013年4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亚玫
瑰谷考察，亲切看望了员工，并对产业园实行“公
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种植经营玫瑰花、示范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做法表示肯定。他强调，小
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把中央制定的强农惠
农富农政策贯彻落实好，使热带特色农业真正成
为优势产业和海南经济的一张王牌，不断开创

“三农”工作新局面。
近日，本报记者对玫瑰谷进行了回访。如

今，玫瑰谷三期工程正在规划中，准备将博后村
打造成玫瑰产业小镇，村民的日子也越来越好。

记者刘兵徐一凡文/图

2012年，还在厦门从事旅游工作的陈
志树得知亚龙湾国际玫瑰谷正在招贤纳
才，便放弃了厦门的工作，返乡发展。“我是
三亚本地人，毕业后常年在外打工，跟家人
一直是聚少离多，最初的想法是到玫瑰谷
工作离家比较近，可以经常回家看望父
母。”陈志树坦言，初到玫瑰谷工作时，他并
没有太大的信心。

当时玫瑰谷整个团队只有100多人，
很多道路还没有硬化，到处都是荒地，公司
的前景如何，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气。“那时
候，董事长带着我们每天奔波在田间地头，
给我们的感觉很亲切，虽然辛苦，但大家都
没有怨言，因为领导起了很好的带头作
用。”陈志树说，第一个月，他的工资只有
500元，相对于在厦门工作时的4000多
元，心理落差很大。

第二个月，陈志树的工资提到了
1000多元，他也从一名普通员工变成了
管理人员，这也让他坚定了留下的决心。

“如果第二月工资还是500元，我可能就
坚持不下去了。”陈志树笑道，2012年底，
玫瑰谷完成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后，开始进
入试运营阶段，景区的规模也逐渐扩大，

“景区+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也带动了周
边村民增收。

如今，整个玫瑰谷团队工作人员已有
500多人，陈志树的月薪也从500元涨到
了4000多元，负责景区游客中心、投诉咨
询、接待等工作。对于景区未来的发展，他
充满了信心，“未来将打造玫瑰产业小镇，
将农业旅游和乡村旅游相结合，完善亚龙
湾业态，丰富旅游产品，增强区域开发的整
体性和产业集聚效应。”陈志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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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合作社+农户”合作模式发力
朵朵玫瑰花，村民致富它“当家”

玫瑰耐寒、耐旱，喜排水良好、疏松肥沃
的壤土或轻壤土。三亚的气候环境和土壤，
对玫瑰生长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尤其是玫瑰
谷所在区域原本是一片盐碱地。

据了解，玫瑰谷于2009年开始建设，
2012年8月完成一期工程，千亩玫瑰开始
在这片热带土地上绽放。但事实上，玫瑰谷
公司董事长杨莹2006年就组织专家来到三
亚，用2年多时间对玫瑰进行培育和试种。

“那两年的投入是比较大的，当时几百万扔
进去基本上是见不到的，苗木到的时候，死
了一批，要不然就是种了不长叶，要不然就
是长叶不开花，这个品种根本不适合在三亚
种植。”杨莹说。

“当时也有过怀疑，我为什么要来三亚
创业，我很想走，回家也哭过无数次。”杨莹
说，幸好功夫不负有心人，2008年8月份，

他们终于试种成功，改变了海南没有玫瑰的
历史，“那个时候特别兴奋。”

玫瑰花试种成功，在三亚市政府的支持
下，一期工程进展顺利。2012年8月至12
月，玫瑰谷扩展了二期工程，完成了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由种植业向旅游业发展，并于
2012年12月12日开始玫瑰谷风情旅游试
运营。

经过前期的充分准备，以及这几年我省
对乡村旅游的重视与政策扶持，2014年，玫
瑰谷游客流量达95万人次，2015年游客达
118万人次，玫瑰产品销售收入突破亿元；
2016年全年游客流量达130万人次。

这些年，玫瑰谷屡获殊荣，如“国家热带
玫瑰花栽培种植示范区”、“全国巾帼现代农
业科技示范基地”、“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点”等。

盐碱地上让玫瑰绽放
去年130万人次游客徜徉“花海”

B

2015年10月，省发改委公布我省百个
特色产业小镇，其中就包括亚龙湾玫瑰产业
小镇。

目前，玫瑰谷正在进行三期工程规划，
准备将博后村打造成玫瑰产业小镇。按照
规划，玫瑰产业小镇将依托亚龙湾国家旅游
度假区，做出玫瑰产业特色，丰富亚龙湾区
域旅游业态。在给村民提供就业岗位的同
时，企业以产业特色帮扶带动村民发展特色
民宿、特色农家乐、特色小产业。此外，玫瑰
谷将与村民一起成立专营的民宿酒店公司，
发挥公司人才资源和人才优势，帮助老百姓
做运营，实现兴业富民，最大程度增加村民
的收入。

苏文茂告诉记者，玫瑰产业小镇将把
产业开发和村民安置相结合，打造海南原乡
文化和玫瑰文化相结合的黎族特色风情区，
开创“企业+合作社+农民”的产业小镇开发
新模式，做到家家有产业、户户奔小康。

“小镇预计总投资128亿元。”苏文茂
说，除棚改和基础设施需政府投资外，项目
资金主要是公司自筹，并充分利用国家产业

基金等资金。
开发建设模式方面，根据规划，主要

包含以 PPP 模式、利用国家棚改政策完
成的全部原住民安置、建设好黎族风情
一条街及全域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完
善玫瑰谷示范区、玫瑰风情一条街、小火
车通道及完成玫瑰谷景区全面升级改造
等；建设与旅游景区融为一体的、销售和
自营有机结合的康养园，打造高端康养
产业；在亚龙湾大景区基地概念中，产业
小镇将引入酒店、会展加文化演艺，兴建

“乡村+自然+玫瑰”为特质的庄园和民
宿、会议接待中心及附属一系列主题酒
店，如房车营地、运动旅馆、亲子酒店、艺
术家酒廊等。

苏文茂介绍，玫瑰产业小镇通过一二
三产业融合和叠加，安排当地村民就业，让
村民实现“人人可就业、户户有产业”。打造
聚旅游休闲、玫瑰衍生产品加工销售、玫瑰
文化、民俗文化展示于一体的产业小镇，前
期可解决3000人就业，使其真正成为三亚
一个具有特色的小镇。

打造玫瑰产业小镇
做到家家有产业、户户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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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产业”改变生活

玫瑰花铺就致富路
玫瑰谷员工：
从月薪500元到4000多元，对景区发展充满信心

2008年，玫瑰谷公司董事长杨莹在三
亚市大茅村委会承包数十亩田地试种玫瑰
花，这让当地村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海
南也能种玫瑰？这能成功吗？”许多村民最
初对此持怀疑态度。随着海南第一株玫瑰
（沙漠玫瑰）的试种成功，当地村民也看到
了新的致富之路。

此前，村民们一直在自家田地种植水
稻，收成好的时候，一年的收入也仅有
1000多元，看到种植玫瑰的商机后，不少
村民开始大胆尝试。大茅村委会村民罗先
生家有1亩多田地，2010年，他不再种植水
稻，租了11亩地尝试种植玫瑰。此外，他
还发动另外两户村民一起种植。

“当时，村委会书记带头在村里种玫
瑰，我感觉可行，就决定大胆试一试。”罗先
生说，玫瑰谷公司还派技术人员指导他们
种植玫瑰的方法，但由于前期投入成本较

高，资金成了一大问题。为了带动村民的
积极性，玫瑰谷公司先行预垫了肥料款，为
村民解决了资金问题，待玫瑰收成后村民
再归还欠款。

“1亩地可以种植2500株玫瑰，每株可
产15-20株玫瑰花，每株玫瑰花可卖0.8元
左右，平均每亩地收成达3万元左右，这可
比种水稻强太多了。”罗先生说，种植玫瑰
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最怕的就是自然灾害，

“2011年，一场台风过后，刚开的玫瑰花全
部被毁了，那年几乎没什么收成。”

罗先生说，头一年种植玫瑰，他收入达
30多万元，除去成本，纯利润有10多万
元。其他村民看到种植玫瑰能挣大钱，纷
纷开始效仿，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目
前，罗先生租了20亩地，在当地成立了合
作社，专门种植玫瑰，合作社的村民大多是
当地村民。

合作社村民：
从怀疑到大胆尝试，种玫瑰年利润达10多万元

距亚龙湾国际玫瑰谷数百米处，坐落
着10余家特色民宿客栈及餐饮店、水果
店，“远方有个村”是其中一家客栈，也是最
早在玫瑰谷旁建起的客栈。客栈合伙人之
一麦浪告诉记者，2010年，他和另一名合
伙人开了这家客栈，当时的玫瑰谷还处于
起步阶段，但他看准了这里会有大发展。

据介绍，当麦浪得知玫瑰谷进驻亚龙
湾后，他和合伙人率先在玫瑰谷旁建起了
第一家客栈。“客栈租的是当地村民的民
房，在民房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建，为解决村
民的住宿问题，我们提前预付了租金及安
置费，一期共有15间客房。”麦浪说。

客栈开起来后，随着玫瑰谷的发展，博
后村周边的硬件设施越来越完善，客栈的
入住率也逐渐提升。“当时我们跟玫瑰谷签

订了联动协议，每年的入住率能达到80%
左右，客栈离景区和海边都很近，客人住在
这里很方便，这也是我们的优势。”麦浪说。

2014年，麦浪再次租下民房，并与当
地村民合作，开始客栈的二期建设，增加
24间客房，满足日益增长的游客量。此
时，玫瑰谷周边的民宿客栈也越来越多。

“两家、三家、五家……到现在的10多家客
栈，这都得益于玫瑰谷的发展。”麦浪说，如
今，客栈每年的接待量达3万人次左右。

民宿客栈的兴起，也解决了当地部分
村民的就业问题。“像我们客栈共有17名
员工，其中10人都是本地村民。在家门口
工作，他们也有时间打理自家农田，每个月
还可以领3000多元工资，其它客栈也一
样，很多员工是本地村民。”麦浪告诉记者。

客栈合伙人：
看好玫瑰谷发展前景，客栈接待的客人逐年增多

亚龙湾国际玫瑰谷进驻之前，博后村
委会村民主要以种植水稻为主，出海捕捞、
养殖为辅，由于当地的盐碱地特质，每亩地
年收入仅700元左右，村民的生活水平一
直得不到提高。玫瑰谷进驻后，租赁了该
村1985亩田地，此前每亩地租金2500元，
今年租金涨至每亩3300元，对该村的经济
发展起到了有效的带动作用。

随着玫瑰谷的发展，很多村民把自家
民房租赁给他人经营民宿客栈，部分村民
则合伙开了民宿客栈。目前，博后村建设
的玫瑰特色民宿客栈已达14家，餐饮店4
家，还有水果店等。“这有效解决了部分村

民的就业问题，村民收入也随之提高了。”
博后村村支书苏少洪说。

苏少洪告诉记者，目前该村共有100
多名村民在玫瑰谷工作。“不少村民虽然
在客栈工作，但缺乏经营、管理理念，我希
望村民在打工的同时，也能学习相关技
术，提高自身水平，这样才能有更好的发
展。如果只是打工，如果别人不开客栈
了，村民怎么办？但是如果村民有了经
营、管理理念，那就不一样了。”苏少洪说，

“未来还将打造玫瑰产业小镇，我希望能
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更多
村民致富。”

博后村村支书：
希望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员工在玫瑰谷园区劳作员工在玫瑰谷园区劳作

村民加入合作社后村民加入合作社后，，收入增加了收入增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