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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态作笔，描绘美丽乡村，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能优势，让美丽乡村“内外兼
修”。从市区到田园，城景相融、蓝绿互补，一幅美丽生态画卷在吉阳区正徐徐铺开。博
后、罗蓬、中廖、大茅、红花……每一个特色美丽乡村就像散落的美丽星辰，将吉阳区点缀
得璀璨夺目。这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美丽乡村串联成“乡村旅游带”，带动周边村
民搭上乡村旅游的快车，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将一个又一个散落的美丽乡
村串联成一条旅游带，是吉阳区调整产业结构，拓宽发展空间的又一次创举。让“小尺
度、融自然、承乡愁”的美丽乡村更显“人气、财气、灵气”。

乡村美了 村民乐了
——吉阳区美丽乡村建设侧记

本报记者 杨洋/文 袁永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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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绿水青山、可爱乡村，还是那青砖黛瓦农家
小院，总能看到游客在这里呼吸着自然气息，体味着田
园雅趣，收获着闲情逸致……原本司空见惯的乡村，现
在却成为游客流连忘返的旅游目的地，吉阳区越来越多
的美丽乡村既赚吆喝又赚钱。

“我是保亭人，几年前嫁到中廖村，有两个孩子，是
专职家庭主妇。”中廖村村民黄菊金告诉三亚日报记者，
丈夫出去打零工，她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中廖村打造
成为美丽乡村后，她的命运轨迹开始发生了改变。“因为
会跳竹竿舞，成了一名舞蹈演员，在家门口跳舞，还能领
几千元工资。”穿着黎族服装的黄菊金笑着说，跳喜欢的
舞蹈，还能赚钱，又能带孩子，一举两得。如今的她，幸
福都写在脸上。华侨城（海南）公司在产业兴村上下真
工夫，促进农旅结合、农旅融合，为中廖村乡村振兴拓宽
新路径。村民可在家门口就业、自己当老板，还可以通
过劳动力、土地入股等多种形式参与美丽乡村开发。

传统农民变身“技术”农民。走进位于大茅村的远
洋现代农业生态园，4 栋高标准现代化智能玻璃温室矗
立眼前。大茅村民符亚芳戴着口罩，身着工作服，在智
能玻璃温室水培叶菜，主动客串当起了“导游”。“你见过
不用生长在土里的番茄么？我们这里不仅有这样的番
茄，还有 8 种呢！这就是科技改变生活的魅力。”符亚芳
自豪地告诉三亚日报记者，温室内空气洁净，没有喷洒
任何农药，采摘下来轻轻一擦就可以直接入口。远洋现
代农业生态园为村民创造就业岗位的同时，共享生产技
术、经营管理技能。 此外，远洋现代农业生态园根据农
民自身的特长，帮助他们寻找职业发展路径。节目演职
人员、活动服务志愿者、舂米体验引导员、稻草人制作师
傅等都是农民新的就业方向。村民还可以自由选择通
过入股、合资等形式与远洋现代农业生态园共同建设家
园。

民宿点亮农村经济。作为三亚规模最大的民宿村，
博后村依托民宿产业带动村民走上了致富路，2019 年人
均可支配收入预计超过 3 万元。“目前，博后村民宿已达
25 家，在建的还有 57 家，预计今年年底可以开业。”博后
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苏少洪说：“仅 2019 年春节
期间，博后村民宿收入 200 多万元。”两年前，村民谭中
仙还是一名“猪倌”。现在，他开的民宿——海纳捷一年

纯收入 150 多万元。“2017 年以前，每年过春节，去亚龙
湾的车都堵到家门口，我们只能卖几个椰子。”谭中仙
说，守着亚龙湾，却吃不上“旅游饭”，心里实在不甘。

2017 年 5 月，谭中仙与家人合伙建起了民宿。海纳
捷采用家族分红的方式经营，从前台、餐厅服务人员再
到保洁员、老板都是自家人。

谭中仙的亲戚董英姿在海纳捷一楼开了一间 30 多
平方米的超市。年近 50 岁的董英姿过去在一家高尔夫
球场工作，每月收入 2000 元，现在仅卖椰子一年就能卖
出两万多个，超市一年纯收入达 15 万元。

2019 年，博后村成立了三亚吉阳区民宿协会及其党
支部，旨在通过设置准入门槛，解决村内民宿经营过程
中出现的低价倾销、同质化等诸多问题。通过规范管
理、合理指导，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真正让乡村民宿
拉动农村经济，撬动产业升级。

美丽乡村吸引了村民返乡创业。在俄罗斯留学的
罗蓬村村民苏宁童看好美丽乡村的潜力，回乡创业，打
造的“土味、野味、趣味”三味农家乐还吸引了“洋游客”
进村游玩。每到周末，一群俄罗斯游客就会到苏宁童的
农家乐里觅村趣。像苏宁童一样，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
谋求转型升级：村民李文全关停一年最低净赚 5 万元的
养猪场，探索南非叶种植；村民吉立斌酝酿着将养殖的
东山羊走品牌化之路……此外，罗蓬村结合美丽乡村建
设、生态环境保护整治等工作，还开发了保洁员、保安、
绿化员三类公益性岗位，做到让零就业贫困户至少一人
实现就业。如今，罗蓬的产业结构逐渐优化，扶贫户的
就业渠道越来越多。贫困村资源活了，村民腰包鼓了，
罗蓬村建设美丽乡村再次从“基础型”向“宜居型”提档
升级，向“海南省五星级美丽乡村”目标前进。

从地图上俯瞰，每一个美丽乡村就像是一颗颗散落
的珍珠，博后村、罗蓬村、中廖村、大茅村、红花村等美丽
乡村形成同心圆，串联成一条闪耀的珍珠项链，构成乡
村旅游经济圈。

市政协副主席、吉阳区委书记陈跃表示，美丽乡村
不仅带动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还推动资源
整合、项目组合、产业融合，加快推进产业集聚、产业创
新和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三亚未来新
的经济增长极。

“ 生 态 绿 ”融 入“ 乡 村 美 ”，绘
就乡村振兴的最美生态画卷。

从 籍 籍 无 名 到 汇 聚 无 数 目
光，从原始古朴到成为美丽乡村时
尚风向标，中廖村几十年来把“诱
惑”挡在村外，捧回“生态绿”，吃
上“旅游饭”，踏上致富路。让头戴
三亚美丽乡村示范点“桂冠”的中廖
村更具气质。

“绿色”让中廖村不断“蝶变”，
从容颜到气质逐步提升。中廖村
的村容村貌虽有改变，但“乡味、趣
味、村味”依然萦绕眼前。“既美又
富”是华侨城（海南）公司打造中廖
美丽乡村的底色。美丽乡村建设
不仅是 一 个“ 塑 形 ”工 作 ，更 是 一
个“ 凝 神 ”工 程 ，在 中 廖 村 的 开 发
建 设 中 ，该 公 司 秉 承“ 不 大 拆 大
建、不求新求洋”的理念。阿爸茶
社 、李 家 院 子 …… 都 是 借 用 村 民
的房屋，在保留风土人情、房屋风
貌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提 升 改 造 的 ，让
村民的房屋更具格调。中廖村的
开 发 建 设 ，首 先 是 尊 重 村 民 的 生
活习惯、民俗民风，景区运营不影
响 村 民 正 常 的 生 产 生 活 。 同 时 ，
既 让 村 民 融 入 到 景 区 建 设 中 来 ，
又让村民切实享受美丽乡村建设
带来的发展成果。一年多时间以
来 ，中 廖 村“ 好 山 好 水 好 黎 家 ”的
招 牌 声 名 越 传 越 远 ，一 天 比 一 天
响亮。

“ 绿 色 ”让 罗 蓬 村 率 先 摘 掉
“ 穷 帽 子 ”，踏 上 致 富 路 。 蜿 蜒 的
村道干净整洁，翠珠华盖般的大榕
树、鲜艳的三角梅、鱼鸭畅游的水
塘和绿树环绕的小屋，田园蔬果、
牛羊牲畜和谐相生，摘掉“穷帽子”
的罗蓬村华丽登场，一吐芬芳。用

“土味、野味、趣味”的底色打造罗
蓬村，让这个曾经的贫困村的资源
活起来了，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
从“ 基 础 型 ”向“ 宜 居 型 ”提 档 升
级，向“海南省五星级美丽乡村”目
标前进。

绿色，让绿水青山变成农民的
“金山银山”。以农耕文化为支点，
将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体育与田
园融合，文化与旅游连接，焕发大
茅村美丽乡村新风采。红花村远
洋 Lulu 的农庄以改善农业供给、拓
宽农民增收渠道，最大限度提升农
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守住乡愁，让
农耕文明诗意栖居。

绿色，蕴含着诗和远方。红花
生态园共享农庄项目是一个以红
花和龙文化为主题，集热带火龙果
园 、百 香 果 园 、稻 虾 共 生 、亲 子 研
学、自然教育、垂钓、农家乐、民宿
树屋、康养旅居等为一体的大型综
合型共享农庄。当你走进红花村，
体验向往的田园生活时，就感受美
丽乡村建设所焕发的新生机。

绿色，激活美丽经济焕发新
活力。博后村曾经是“脏、乱、差”

的“后进生”，短短一年时间里成功
逆袭成为“5A 级”美丽乡村，博后
村 ，就 像 一 个“ 天 然 去雕饰”的美
丽大花园。在这里，你可以徜徉在
花的海洋，聆听青春的步伐，吟唱
生 命 的 璀 璨 ，以 梦 为 马 ，不 负 韶
华。博后村村民之前大多以养猪、
养鸡、种田为生。如今，有 600 多人
转产转业，或房屋出租、或就地创
业 ，工 资 性 收 入 大 大 提 升 。 打 造

“美丽经济”，吸引市民游客休闲体
验、观光旅游，让农民在家门口吃
上“生态旅游饭”，让农民的腰包鼓
起来。游客在静谧的山水画卷中，
感受色彩与水墨的交融，体悟博后
山川物华的“醉美”和永恒。

生态是吉阳区建设美丽乡村
的 底 色 ，要 让 美 丽 乡 村 用 绿 水 青
山让村民捧起“金饭碗”。吉阳区
委副书记、区长张华文表示，2019
年，吉阳区持续推进博后、罗蓬等
8 个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中 廖 村 被 文
旅 部 列 入 第 一 批 全 国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村 。 红 土 坎 、南 丁 、新 红 、
龙 坡 4 个 美 丽 乡 村 完 成 立 项 ，吉
阳 区 正 在 为 全 区 的 美 丽 乡 村 疏
通 路 网 ，将 中 廖 村 、大 茅 村 、罗
蓬 村 、红 花 村 、六 盘 、博 后 等 美
丽 乡 村 串 联 成 为“乡 村 旅 游 带 ”。
目前，中廖—大茅“骑行绿道”，大
茅村至中廖村“旅游大道”均已投
入 运 营 ，六 盘 村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已
经启动，不久的将来，亚龙湾片区
组团（博后村、六盘村）和海榆中
线组团（中廖村、大茅村）以及周
边 美 丽 乡 村 均 可 以 实 现 人 流 、物
流、财流高效联动。

美 丽 乡 村 资 源 活 了 ，村 民 腰
包鼓了，实现了民富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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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茅体育文化节上，孩子们在表演黎族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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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美中廖村成外国游客“打卡地”。

博后村特色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