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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村村民董海珠在修剪博兰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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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过，万物苏，绿叶赋予了生
机，鲜花盆景则富裕了古韵崖州。

三更村三角梅花开正艳、南山村
博兰古朴苍劲、抱古村睡莲别致雅趣
……产业是美丽乡村发展的基石、乡
村振兴的引擎。近年来，崖州区从点
到线、以线带面充分挖掘乡村潜在资
源优势，因地制宜推进“一村一策”，
发展“一村一特色产业”，带动资源向
资产转变，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
强劲竞争力，赋能乡村振兴。

鲜花成“致富花”

中国红、绿樱、芙蓉黄、橙红……
走进崖州区三更村的三角梅种植基
地，这片 20 亩的花圃中，迎接人们的
是姹紫嫣红的三角梅，沐浴在春天的
阳光里，显得格外灿烂。这是风景，
也是“钱景”，对于每天忙碌在花丛中
的基地管理员韦少胡夫妇来说，更是
奔向美好生活的“愿景”。

三更村人多地少，种植业生产规
模化、组织化程度偏低。在成立村集

体公司之前，部分村民收入不稳定，
加上三更村缺乏强有力的特色产业支
撑，导致村集体经济薄弱。为探索出
一条乡村发展之路，三更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王艳昌带领村“两委”
班子成员多次调研了解情况后，把发
展美丽乡村产业经济落脚点锁定在三
角梅上。

2018 年，三更村成立三亚更享农
业有限责任公司，采用“专业公司+村
集体公司+农户”的模式发展三角梅
种植产业，租赁土地种植三角梅，与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
源研究所合作引入优质三角梅种苗。
目前，三更村三角梅基地种植面积20
亩，品种约 30 种，带动劳动就业 300
人次，去年全年营收超过50万元。

除基地种植外，三更村还鼓励村
民充分利用自家房前屋后的空地种植
三角梅，发展庭院经济。村民自种的
三角梅达到标准后，村集体公司会回
收进行售卖，村民可得到利润一半的
分红。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扩大三角梅
种植基地的规模，让更多村民参与进
来。”三更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林
小龙说，三更村计划打造三角梅文化
科普园，吸引更多人来赏花观景。

风景也是“钱”景

“家家有博兰，赚钱就不难。”走进
南山村，赏心悦目的博兰盆景在村里
随处可见，其造型或古朴雅致，或苍
健俊逸，这也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的门路。依托附近鳌山上生长着大量
博兰树的资源优势，村民靠盆景走上
了致富之路。

“我种了博兰、香兰、百里香等，单
价几千到上万不等，已卖出80多盆。”
南山村村民董海珠说。村里不断有像
董海珠这样的新鲜血液加入，激活了
南山村盆景产业一池春水。村民罗海
章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选择加入
的，目前，罗海章一家已成为南山村
盆景种植示范户。

据悉，2021年，通过销售盆景，仅
南山二村就有 30 户村民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甚至有的达到 20 万元。南
山村党委副书记董海召介绍，村里现
有意向成立盆景协会和盆景种植企
业，对盆景种植集中管理、培训、销
售，形成一条集中规范的产业链，扩
大南山村盆景产业的知名度。

抱古村则成立了香水莲花农民专
业合作社，发展热带睡莲产业带动村
民致富。此外还建成了抱古村睡莲加
工厂，同时挖掘抱古村农业观光资
源，打造莲花小镇，做大做强抱古村
集体经济，让睡莲成为村民更有奔头
的产业。

今年以来，崖州区积极贯彻落实
市委、市政府“一村一村长”责任制，
区领导“挂帅”下沉到一线掌握村情
村貌、产业优势、发展需求等一手资
讯，探索做好各村初步项目规划，力
争让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跟着项目
走，谋划全区美丽乡村发展一盘棋，
全力开拓乡村振兴新局面，力促实现

“美丽产业”成果就地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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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抱古村睡莲基地
展示采摘的睡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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