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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多方发力建设美丽乡

澄迈多方发力建设美丽乡村村，，打造特色高效农业
打造特色高效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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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多年来，澄迈县凭借优越的自
然环境和条件，先后斩获“世界富硒福地”、

“世界长寿之乡”、“中国绿色名县”、“中国
最佳休闲旅游县”、“十大文化特色旅游名
县”等多项国家级殊荣。如今，澄迈县正多
方发力，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
美丽乡村、发展全域旅游、打造特色高效农
业等强有力措施，朝着幸福美丽小康的目
标稳步前行。
记者刘兵罗晓宁 特约记者陈超文/图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
要一年，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深化之年。一个小小的地瓜，澄迈县用
了8年时间，将产值发展到2.4亿元，市
场认可的背后，是澄迈县打造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王牌”的努力。无籽蜜柚是
澄迈县特色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一对
柚子定价288元，依然供不应求。通过
在特色农产品的推广种植、保底收购和
扶持补贴上注资金、下力气，如今澄迈
县的福橙、无籽蜜柚、无核荔枝等水果
种植面积已扩大至19万亩。截至目前，
澄迈已建成近200个特色农产品标准化
示范基地，累计注册农业商标945件。

近年来，澄迈大力实施“四化四县”
农业发展战略，用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农

业，不断加快发展特色现代农业。眼下，
已有桥头地瓜、出口水产品、供港澳蔬
菜等农产品获得了国际市场准入资格。

“从种植到上市，澄迈县的农产品
标准多达35项，保护的就是产品安全。”
澄迈县农业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澄迈县
每年出境的农产品20万吨，从没有过
一单“退货”。为了保证农产品安全，澄
迈布下了“天罗地网”。建立农产品质
量可追溯体系，全县近九成的农产品做
到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跟踪、信息可查
询、产品可召回，通过推进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站建设，对畜牧产品实行“一
证一标一单”管理，使澄迈全县瓜果菜、
水产品检测合格率达99%，畜牧产品合
格率达100%。

【长寿之乡】
全县百岁老人占人

口总数比例居全国第一

澄迈县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世人
瞩目。从传统工业县到全国节能减排
先进县，澄迈县一直秉持“生态现代
化”发展理念，让绿色 GDP 占比超
74%，GDP增速连续7年走在全省前
列。尤其是2016年，澄迈县面对复杂
多变的宏观经济环境、经济持续下行
的压力和强台风、强降雨等自然灾害
侵袭，全县上下在省委省政府和县委
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自
觉践行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全县
经济总体持续较快增长，发展质效明
显提升，各项事业协调发展，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圆满完成预定目标和任务，
实现“十三五”精彩开局。

长寿是福。截至2016年底，澄迈
县57.5万总人口中，80岁以上的就有
18960人，百岁老人有217人。80岁以
上夫妻911对，90岁以上的有77对，
100岁以上的4对。目前，澄迈全县百
岁老人绝对数和占总人口比例，均居
全国长寿乡第一位。

省第七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提升
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加快推进“海澄
文”一体化综合经济圈，充分发挥对周
边市县辐射作用，争取到2020年，海
口、澄迈、文昌三市县地区生产总值占
全省50%以上、旅游收入占全省25%
以上。实现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共建共
享、互联互通，是促进“海澄文”一体化
的重要基础。2016年9月3日，澄迈县
盈滨半岛内海湾上的盈滨海湾大桥正
式通车，成为“海澄文”一体化经济圈
建成的首个重大基础设施。如今，澄
迈县正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全面
推进各项工作，促进“海澄文”一体化
速度加快。

【全域旅游】
计划投入1千万拯救

历史文化名村罗驿村老屋

近年来，澄迈不断加大对美丽乡村建设
的资金投入，通过争取中央、省级美丽乡村建
设资金，调剂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和申请地债
资金等多渠道筹措资金，2016年投入美丽乡
村建设资金2.7亿元，建设19个行政村，今年
计划投入美丽乡村建设资金4.8亿元，建设
30个行政村。目前，澄迈县共有15个传统
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6个村庄入选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之一的罗
驿村是海南历史文化古村，文物古迹众多，至
今还保存民房古石屋120多间，其中李氏宗
祠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澄迈县今年计划投
入1千万元开展拯救罗驿村老屋行动，主要
用于修复村内文物保护单位和村民民居。

澄迈县将坚持“点线面”结合，做精点、
连通线、提升面的方法，推动全县旅游从景
点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转变。澄迈县政府有
关负责人说，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在金
江、福山等地区规划建设四星级以上酒店，
提升旅游接待能力和档次。实施旅游大营
销促进计划和旅游投资促进计划，向社会资
本全面开放旅游市场。大力发展休闲农业、
休闲渔业、自驾车房车、海上休闲运动、康复
康体美体养生等旅游特色新产品，加快推进
南渡江旅游、东兴火山岩湿地公园、加笼坪
热带雨林、九乐宫温泉、济公山等景点景区
的开发建设。深度挖掘罗驿千年古村、新兴
苗村等美丽乡村旅游文化资源，升级改造一
批国家级、省级乡村旅游示范园。重点打造
乡村田园之旅、长寿健康文化之旅、休闲生
态农业之旅等九条旅游精品线路。扎实推
进“美丽海南百千工程”，加快7个特色产业
小镇建设，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纵深发展。

到2020年基本实现美丽乡村建设全覆
盖。完善旅客集散中心、旅游标识系统、旅
游厕所、景区视频监控、网络WiFi等旅游
公共基础设施及其配套建设。推进旅游市
场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实施旅游管理机构和
旅游警察、旅游法庭、旅游工商分局“1+3”
旅游综合管理模式。加大对“黑社、黑导、黑
车、黑店”的打击力度，全面提升旅游业服务
管理水平。

【特色农业】
每年出境农产品20万吨，没有一单“退货”

澄迈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澄迈
在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
将坚持改革创新、供需结合、问题导向、
统筹兼顾、“双驱”发展的原则。紧紧围
绕全县11个重点产业和6类产业园区
发展，通过出台各类产业扶持政策，充
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和集聚发展，增加各类产品有效
供给。坚定不移兴产业，加快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发展，着力推动以低碳制造业
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高起
点高标准发展医疗健康产业，切实壮大
金融业的服务规模，超常规发展互联网
产业，积极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
点，促进现代物流业快速发展，创新发

展高新技术、教育、文化体育产业，培育
海洋相关产业，大力发展生物制药业。

同时，通过鼓励房地产业转型、户
籍改革、金融支持、税费减免、棚改货币
化安置、公租房货币化保障等多种方
式，扩大有效需求，打通房地产供需通
道，加快消化商品房库存，促进全县房
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
环境、构建新型人才供给体系、增强创
新驱动能力、改善和保障民生等强有力
措施，以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和省级文明
城市为载体，持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
补齐基础设施，扩大优质公共服务供
给，坚决限时打赢脱贫攻坚战。

【创新产业】
围绕11个重点产业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澄迈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一村一
品经济。根据各镇、各村不同优势和特
点，进行差异化发展。对于交通便捷、在
乡村旅游带上、适合发展旅游的村庄，优
先发展特色家庭农场、乡村民宿型农家
乐等产业；对于土地面积大的村庄，引
导村民以土地的形式入股，引进龙头企
业、合作社，发展特色热带高效农业。

金江镇宋岭村曾经是全县出了名的
贫困村庄。去年，在澄迈县委县政府的
引领下，金江镇精准施策，发动引导外
出从事珠宝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企业
家及打工青年返乡就业，并以“公司+合
作社+生产基地”模式推进珠宝加工产业
发展，带动村民致富。宋岭村珠宝加工
基地所生产的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并出

口到东南亚国家。村民汪美霞是加工厂
工人中的一员，她告诉记者，他们夫妻俩
去年进入珠宝加工厂工作，月收入3000
元左右，种植瓜菜的季节可以忙完农活
后再到加工厂工作，工作时间很有弹性。

宋岭村通过打造“海南珠宝第一
村”，改变产业类型，改变农民生产结
构，让靠天吃饭的村民，变成有手艺、有
工资的工人。珠宝加工还搭上“互联
网+”顺风车，制定出一套三产融合的发
展规划，让宋岭村人从现代农业、珠宝
加工业和休闲旅游业三方面获利，走上

“珠光宝气”的致富之路。南墩村委会
驻村第一书记张澄介绍，宋岭村珠宝加
工厂解决了130多人的就业问题，村民
收入大幅度提高，很多人因此脱贫。

【一村一品】
加工产业带领村民走上“珠光宝气”致富路

““骑友骑友””游金江镇美榔村游金江镇美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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