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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立 改革再出发·特别报道
周年

建省前 80%的粮食、畜禽需岛外
供应……经过 30 年发展，海南形成以
国家冬季瓜菜生产基地、天然橡胶基
地、南繁育制种基地、热带水果和花
卉基地、水产养殖与海洋捕捞基地、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为主导的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体系。目前，海南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增加值占农业增加值的
比例达 75%。

聚焦高效产业特色产品

3 月中旬，海南绿意盎然。在三
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豇豆长势喜
人。村民们忙着采摘装车，销往各地
市场。2016 年底，贫困户黄德强开始
种植三亚市南繁科技研究院选育的

“南豇 1 号”新品种，去年收益 3 万余
元。

豇豆不耐低温，每年冬春有 2 个
多月，全国只有三亚等海南南部市县
可露天种植。作为三亚优势农产品，
豇豆种植面积约占三亚冬季瓜菜的
一半。

海南打造国家冬季瓜菜生产基
地、热带水果和花卉基地，累计调减
甘蔗等低效经济作物 51.3 万亩，冬季
瓜菜生产规模从建省之初的 108 万亩
扩大至 300 万亩。

近海渔业资源枯竭、沿海养殖对

生态的破坏日益凸显，海南传统渔业

也面临转型：从捕捞为主转向养殖为

主，养殖从沿海转向深海。去年，海

南水产品总产量同比减少 6%、渔业

增加值增长 8%，“一增一减”反映出

转型红利。

在临高县后水湾，网箱内的金鲳

鱼竞相夺食，海面如沸腾一般。海南

对深水网箱养殖扶持力度逐年加大，

临高已建成亚洲最大的深水网箱养

殖基地，近 5 年来增加 1100 多口网

箱。

深水养殖成本不菲，一组网箱需
投入百万元。临高海丰养殖公司董
事长黄达灵说：“政府把产业扶持和
脱贫攻坚结合，引导 1906 户贫困户把
4600 多万元扶贫资金注入公司的深
水网箱养殖项目，贫困户每年获取分
红。”

绿色发展引领农业提质增效

汩汩流出的沼液滋养着 6000 余
亩苦瓜，屯昌县枫木镇的农民尝到循
环农业的甜头。枫绿瓜菜产销合作
社理事长蔡昌辉介绍，改造后的养殖
场提供沼液，并与政府共同出资铺设

管道，农民免费使用。“沼液施肥每亩

苦瓜可节省 1 千元肥料成本，苦瓜品

相好卖价高。”

近两年，海南减施化肥和化学农

药，增施有机肥和高效低毒生物农

药，形成水肥结合、种养结合、耕地质

量提升与病虫害绿色防控相结合体

系。2017 年，全省农药使用量连续两

年零增长，化肥使用量增幅下降 2%。

从“田头”到“餐桌”，海南构建起

一道道“舌尖上”的安全防线：创建

“批发专营、零售许可”农药经营管理

体制，实现农药电子监管；严格实行

省、市县、乡镇、田洋四级农产品质量

检测体系……

3 月，满载瓜菜的货车在海口新

海港外排成长龙。司机出示收购地

开具的农产品检测报告单后，监测人

员抽取农产品复检。海南省农业部

门总农艺师黄正恩介绍，去年海南共

检测农产品样品 197.36 万个，合格率

达 99.54%。

得益于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

畜产品质量安全持续稳定。为狙击外

部疫情，海南对外以冷鲜肉跨省调运

代替活体肉动物跨省调运；对内强化

动物免疫，对口蹄疫、禽流感等重大动

物疫病疫苗经费全额补助。2009 年，

成为全国首个无规定动物疫病区。

据介绍，重大动物疫情连续 18 年

零发生，“无疫区”金字招牌推动海南
畜牧业健康快速发展，实现生猪从调
进到调出，其他畜禽也基本实现自给
并向岛外大量销售。

保障国家重要战略物资

每年，全国有 700 多家科研机构、
6000 多名科研人员在海南从事南繁
育种。

在三亚南繁基地，国家粳稻工程
技术研发中心主任华泽田在田头观
察水稻长势。从田边的草棚房到舒
适的楼房、从与农民“抢水源”到建起
设施完善的基地，他见证了 30 年来海
南南繁的快速发展。

海南省南繁管理局常务副局长林
景山介绍，根据《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
地（海南）建设规划（2015-2025）》，海
南已划定南繁保护区面积 26.8 万亩、
核心区 5.3 万亩。核心区新基地及其
配套建设用地流转、南繁水利设施建
设、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南繁公共实
验服务平台建设等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保障国家重要战略物资天然橡
胶，海南作出了突出贡献。30 年来，
海南天然橡胶种植面积从 535 万亩扩
大至 813 万亩。2017 年，天然橡胶被
列为国家重要农产品并划定保护区，

明确海南将建设 840 万亩天然橡胶生

产保护区。

全球天然橡胶市场持续低迷，导

致海南不少胶农弃割、弃管，制约了

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海南天然橡

胶产业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作为中

国天然橡胶生产龙头企业，集团“内

稳外拓”，巩固天然橡胶基地、加快

“走出去”，破解困局。该集团在打造

200 万亩核心胶园同时，通过海外并

购，全球天胶资源控制能力、市场话

语权迅速增强。

（新华社海口4月3日电）

得知正在修建
的 高 速 公 路 从 村
边 通 过 ，念 过 大 专
见 过 世 面 的 李 梦
霞 立 马 回 乡 ，办 起
了“ 蜜 溪 园 ”农 家
乐。

李梦霞所在的
海 南 保 亭 黎 族 苗
族 自 治 县 三 道 镇
甘 什 村 ，毗 邻 呀 诺
达 、槟 榔 谷 两 大 知
名 景 区 ，距 离 三 亚
海 棠 湾 直 线 距 离
也 不 过 半 小 时 车
程 ，有 山 有 水 有 温
泉 ，就 因 为 路 不
通 ，旅 游 搞 不 起
来 、东 西 卖 不 出
去 ，489 户 1890 名
村 民 中 还 有 相 当
比例的贫困人口。

“ 这 条 高 速 路
从 海 棠 湾 经 保 亭
到 五 指 山 ，是 条 旅
游 黄 金 路 线 ，不 愁
没 客 人 ，商 机 大 得
很 。”甘 什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苏 其 芳 说 ，
乡 亲 们 看 到 致 富
希 望 ，都 动 起 来
了 。 村 里 年 轻 人
更 兴 奋 ，合 计 着 怎
么 美 化 村 庄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 有 的
人 还 用 心 收 集 整
理 黎 族 苗 族 的 老
物 件 、老 传 统 ，准
备搞特色民宿。

满怀希望的不
止 甘 什 村 民 。 按
照 海 南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近 日 印 发 的

《海 南 省 交 通 运 输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预
计到 2020 年底，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达
1360 公里，实现“县县通高速”。

“道路修建要融合生态路、景观路、旅游
路、交通路、幸福路等多重功能价值。”为落
实省委这个要求，未来三年，海南将大力实
施公路干线旅游化改造，推进环岛旅游公路
建设，谋划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线公路，打
造慢游公路体系。同时，构建和完善农村交
通 网 络 ，实 现 100% 具 备 条 件 的 自 然 村 通 硬
化 路 、100% 消 灭 农 村 公 路 危 桥 和 100% 具 备
条件的行政村通班车目标，为乡村振兴战略
和脱贫攻坚提供基础支撑。

除了路网，海南振兴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中 ，还 包 括 对 全 省 水 、电 、天
然 气 、光 纤 宽 带 进 行 全 面 升 级 改 造 ，简 称

“ 五 网 ”工 程 。 目 前 ，全 省 2573 个 行 政 村 的
光纤宽带网络和 4G 网络基本实现全覆盖；
环岛天然气管网文昌—琼海—三亚输气管
道工程已动工建设；惠及中北部 6 个市县的
红岭灌区大型水利工程正在加快实施，将于
今年底试通水。未来三年，海南电网将投资
177 亿元，打造全域智能电网示范省，今年年
底前 246 个中心村将率先完成改造。

在编制省和市县总体规划过程中，海南
对 路 网 、光 网 、电 网 、水 网 和 气 网 建 设 进 行
了总体部署，符合生态红线要求的前提下，
对其中明确选址选线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
在空间规划图斑上予以落实，避免了以往因

“规划打架”而影响工程实施的情况。“为了
让五网建设更快些，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审批
事 项 ，海 南 都 进 行 了 相 应 改 革 。”海 南 省 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符宣朝介绍，2015 年海
南 启 动“ 多 规 合 一 ”改 革 ，对 于 符 合 要 求 的
项目，申请材料齐全的各单项行政审批须 3
日内完成。

“五网”连通小康桥。2017 年，海南省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902 元，同比
增长 8.9%，全省农民人均收入首次跨过万元
大关。
（原载《人民日报》2018 年 4 月 3日 1版）

建成全国“菜篮子”“果盘子”
——海南热带高效农业实现历史性跨越

新华社记者 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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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日央视新闻联播消
息：四月的海南，花正红，树正
绿 ，风 从 海 上 来 ，改 革 春 意
浓。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到
海 南 视 察 工 作 ，在 三 亚 玫 瑰
谷 、国 际 邮 轮 港 和 琼 海 潭 门
镇，总书记话民生，谈改革，擘
画海南发展大计。五年来，海
南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嘱托，向海而生，扬帆起航，奋
力谱写美丽海南新篇章。

位于海南三亚的玫瑰谷以
玫瑰种植而闻名。在这里务
工的农民李玉梅就是几年前
跟总书记合影的黎族花农之
一，她悄悄地珍藏着合影时总
书记头戴的那顶斗笠。

总书记对农民的关心，饱
含在“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这句掷地有声的嘱托里。
如今，玫瑰谷正在结合美丽乡
村建设发展特色小镇，走休闲
旅游和鲜花产品深加工的路

子，农民户均收入达到 7 万元
以上，成为三亚脱贫攻坚奔小
康的标杆。与五年前相比，李
玉梅的收入翻了一番，她家也
在老屋旁边建起了新房。

与玫瑰谷黎族花农们遥遥
相望，五年来，琼海潭门镇的
渔民们造起大船奔小康。在
老船长卢家炳眼里，这几年，
停靠在潭门港的木船越来越
少了。造大船，出海捕大鱼就
更有了底气。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海南
省按照总书记的嘱托，建设国
际旅游岛。

这个春天，海南将迎来建
省三十年的生日。牢记总书
记的嘱托，勤劳的海南人民正
在谱写新时代美丽海南的新
篇 章—— 农 业 经 济 迈 上 千 亿
元台阶，五年间农民人均可支
配 收 入 年 均 增 幅 12.9% ，高 于
全国水平；2017 年，入境游客
人数突破 100 万人次，提前三
年实现 2020 年目标；服务业对
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79.5%。

牢记嘱托 奋力谱写美丽海南新篇章

潮起海之南

新华社

人民日报

2018 年 4 月 2 日，在北山村采摘节上，新鲜的三亚热带水果引来游客争相购买。 本报记者 翁叶俊 摄

4 月 3 日晚，央视新闻联播播放的《潮起海之南：牢记嘱托 奋力谱写美丽海南新篇章》画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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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提升城市品质

三十载岁月年轮里，三亚的每一次
进步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游客纷至沓来、建筑鳞次栉比、市
场繁荣兴旺……城市的快速发展同样
遇到了考验。

三亚在加速前行的同时，开始重新
审视更多重要的命题。于是，人们发
现这座城市近些年来愈发关注城市治
理管理。

打击违建，腾出发展空间；首设旅
游巡回法庭、旅游警察，净化旅游市场

秩序；加强“五网”建设，夯实发展基
础；推行“路长制”，改善交通环境；落
实“片长+网格长+12345 政府服务热
线”管理机制，三亚市民共同参与城市
治理管理……三亚精准施策，找准城
市发展中的“痛点”，拿出“绣花功夫”
狠抓城市治理管理。

市民驾车经过迎宾路，放眼望去，
楼顶大型广告牌不见了，阳光勾勒出
靓丽的城市“天际线”；

从水果店到海鲜排档，游客不用再
有欺客宰客的担忧，“放心游”成了好
口碑的最佳代名词；

……
2017 年，一次对“蛙鸣”投诉的“神

回复”成了网友热议的话题，却意外折
射出三亚在生态环保上的不遗余力。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三亚发展的最
大本钱。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严朝君指出，
社会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要强化生
态文明建设，把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
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推进“双修”
升级，继续开展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
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100 条”落实，
依法严惩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加强水环境综合治理，
完善和落实“河长制”“湾长制”“湖长
制”“库长制”，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环
境监测评价体系，构建生态文明建设

长效机制，诸如此类的行动正使三亚
持续绽放出美丽的光芒。

努力增强群众的幸福感

从借款读书到省外打工，再到回家
乡创业……在毗邻亚龙湾玫瑰谷景区
的博后村开办民宿的谭中仙，如今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他的个人经历是三
亚 30 年大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崖州区梅东村，孙令伟种芒果、
办养鸡场，发展种植养殖产业，“有了
党的好政策，我们农民劳动致富奔小
康，生活有了奔头。”

……

三亚旅游发展中，为人们不断提供
创业舞台。农民创业就业不再局限于
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为
三亚人带来更多的福利。当前，三亚
强力推进“双十行动”，最终的落脚点
也是为了打造幸福三亚，增强群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

2018 年的三亚——
高水平推进“十镇百村”建设，谋

划特色小镇项目，大力发展“互联网+
农业”，加快农业发展“接二连三”，推
动 优 质 农 产 品 上 餐 桌 、入 超 市 、进 酒
店，提升产品价值和农户收益；

引进名校、优秀老师等教育资源，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强各医
院重点特色学科建设；

打造基层公共文体服务“15 分钟
文 体 圈 ”，加 快 发 展 公 共 文 化 体 育 事
业；

加快保障性住房、棚改安置区建
设，抓好农村危房改造，妥善解决本地
居民和“新市民”的基本住房需求，逐
步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
并举的住房体系；

……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三亚将踏上

新征程，向着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和
幸福三亚的目标前进，当好建设美好
新海南的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