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后五年，海口市将依托火山口和五源河国
家湿地公园，打造集中连片的热带海岛城市区域
生态旅游目的地。实施观澜湖、骑楼老街、热带野
生动植物园等景区品牌升级计划，引进一批国内
外知名品牌主题乐园和国际品牌文化主题酒店，
高水平建设环岛旅游公路海口驿站和海口湾城市
岸线海边驿站，丰富热带滨海特色亲水商业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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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五年，海口将提升综合交通枢纽体系现
代化水平，实施机场、港口、高速公路、城市干线等
一批重大项目，推动铁路联通内外、机场强枢增
支、公路加密提质、水运通江达海。加强“里子工
程”、“避险工程”建设，全面提高城市防御灾害、抵
御风险能力。加快智慧海口建设，推进城市大脑、
数字经济、数字服务、数字治理、数字基建等重大
领域项目落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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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五年，海口将加快推进龙昆路、南海大道
快速化改造和长天路南延长线等一批重大市政道
路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并积极构建数字化、智慧型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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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我省将打造
“海南经验”
本报讯 海南作为生态大省，如何将生态产品化，实现

生态最大价值？昨日，省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海南
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施方案》（下称《方
案》）进行了政策解读。

《方案》分别提出了2023年、2025年和2035年三个
阶段的主要目标。到2023年，全面完成全省自然资源统
一确权登记，基本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试点市县
探索形成一定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和可视化成果；到
2025年，基本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框架，生态产品
的调查监测、价值评价、经营开发、保护补偿机制持续完
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特色机制和模式基本形成，生态产
品价值转化走在全国前列；到2035年，全面建立一套行之
有效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体系，建立面向国际的生态
产品交易平台、认证体系和生态品牌，完善政府主导、企业
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路径，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南经验”。

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处长向玲介绍，GEP核算主要
解决生态产品“度量难”的问题，评价生态系统为人类带来
的福利、效益，评估自然资源对人类福祉、经济活动的贡
献。省林业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处副处长周鹏介绍，
该局已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率先开展了以生态产
品实物量为重点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生态价值（GEP）核
算，成为国内首个发布GEP核算成果的国家公园，下一步
将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积极探索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特许经营模式，编制特许经营项目规划，在严格保
护生态环境前提下，鼓励采取多样化模式和路径，科学合
理推动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记者刘兵

2021年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1476.8亿元
增速全国第三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2021年海南外贸进出口情况

发布会上获悉，据海关统计，2021年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1476.8亿元，比2020年增长57.7%，增速较全国快
36.3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三位。

不断扩大进口，连续12个月保
持50%以上进口增速

2021年，海南四个季度进出口值分别为263.1亿元、
324.5亿元、427.7亿元和461.5亿元，呈逐步扩大的趋势，
同比分别增长30.3%、63.4%、84.8%和51.7%，增速均明显
领先于同期全国水平。特别是11、12月份，全省进出口值
分别达到167.7亿元和172.7亿元，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
创出历史新高。

2021年，海南在扩大进口方面不断发力，连续12个月
保持50%以上进口增速，全年累计进口规模突破千亿元，超
过历年进出口总值，增幅达73.6%，高居全国第二。

开展对外贸易市县增多，儋州海
口三亚进出口位居前三

2021年，全省有进出口记录的市县增加了三沙、琼
中、保亭，达到18个。除3个市县下降外，其他市县均不
同程度增长。其中，琼海、万宁、陵水、五指山、白沙、儋州
（含洋浦）、澄迈、乐东8个市县增速均超过50%。儋州、海
口、三亚进出口值位居前三，分别进出口703.5亿元、476.4
亿元和219.1亿元，增长104%、28.4%和27.4%，占同期全
省进出口总值的比重分别为47.6%、32.3%和14.8%。

2021 年，海南外贸进口消费品 435.5 亿元，增长
29.2%，占同期全省进口总值的38.1%。其中，进口化妆品
250.8亿元，增长17.2%，对拉动我国化妆品进口增长的贡
献率排在全国第二。出口方面，机电产品83.4亿元，增长
69.1%，占25.1%；农产品38.3亿元，增长9.7%，占11.5%；
医药材及药品22.2亿元，增长388.7%。 记者刘兵

本报讯 昨日，中国共产党海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记者从会上获
悉，今后五年，海口将加快推进龙昆路、南海大道快速化改造和长天路南延长线等一
批重大市政道路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记者苏钟

海口力争今后五年经济年均
增速达11%

据了解，海口今后五年工作的发展目标是推进
现代化国际化新海口建设，将其打造成为海南自贸港
核心区，海口在自贸港建设、环北部湾城市群、“海澄文
定”综合经济圈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城市竞
争力、集聚力、承载力和辐射力不断增强。“3+1”主导产
业支撑作用更加明显，经济年均增速达11%，地区生产
总值达到35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迈入高收入地
区行列，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城市中实现位次提升。

今后五年，海口市将加快打造国内一流营商
环境。围绕国家营商环境评价18个一级指标，大
力实施营商环境提升行动，确保2025年全部指标
达到“优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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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今后五年
将有这些变化
加快推进龙昆路、南海大道快速化改造

适度引导人口、产业功能向
新城区疏解

今后五年，海口将适度引导人口、产业功能向新
城区疏解。海口今后五年将持续推进城乡融合发
展，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全面对接，加快推进
城乡一体化，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典范。同时，
高品质建设江东新区、西海岸片区，推进港产城深度
融合发展。集约规划建设产业园区，提高观澜湖产
业园、云龙产业园等园区区域辐射承载力，带动周边
乡镇组团集聚发展。

海口还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结合老旧
小区改造、背街小巷整治，统筹推进老旧雨污管
网、老旧燃气管网、空中网线等改造，合理布局停
车场、农贸市场、社区服务站等基础设施，加快建
设一批休闲街区、休闲步道、休闲广场和公园绿
地，完成西海岸南片区生态修复工程项目，进一步
完善城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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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今后五年将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学前教育“两个比例”，继续
推动集团化办学，完善“校企一体化”办学模式，扎
实开展“双减”工作，继续实施“一市（县）两校一
园”优质教育资源和“好校长、好教师”引进工程，
建设优质公办中高职学校，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
惠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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