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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乡村振兴一线”系列报道⑥

位于育才生态区东部山区的
那受村，是一个黎族、苗族聚居
的少数民族村庄。这里风景秀
丽、民风淳朴，有着丰富的耕地、
林地资源，如何将这些资源绘就
出一幅乡村振兴的新图景？市
农业农村局驻那受村第一书记
肖春雷自去年 6 月入驻以来，一
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日前，记者
走进那受村，跟随他走进田野、
民居，走近村民，看到、听到了他
正在书写的答案：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产业，实现从“输血”向“造
血”转变。

“那受村有耕地面积 2431
亩，总人口为2463人。当地村民
主要收入来源为橡胶、槟榔、冬
季瓜菜、水稻种植和外出务工。”
在办公室里，谈起村里的实际情
况，肖春雷显得异常熟稔。

肖春雷入驻后，从调研村产
业实力和活力入手，走进那受村
的 8 个村小组深入调研，发现许
多有待“激活”的资源。而这些
现成的农业生产要素被激活后，
不仅能增收，更能厚实整个村的
产业基础。

在肖春雷的发动下，村里组
织各小组的种植技术能手，把租
借的大棚修补修补，改造为那受
村集体产业育苗示范基地，种植
青瓜、菠萝、百香果、辣椒……采
用“村委会+科研单位+示范基
地+农户”的模式，通过发展育苗
产业，打造育才南繁产业品牌，
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同时，还
以村委会为全资法人，牵头指导
成立“三亚纳寿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黎家哥、苗家女”产品

商标，进一步增强村集体经济衔
接市场化、公司化发展能力。

在那受村冬季瓜菜育苗基地
大棚内，正在等待嫁接的青瓜苗
绿油油的，格外“精神”。“2021
年，那受村育苗基地生产优质青
瓜苗 120 万株，提供给三亚、乐
东、保亭、五指山等市县农户，给
村集体经济创造 90 万元经济效
益，纯利润 30余万元。同时，带
动本村农户和 32 户脱贫户发展
青瓜种植 200 亩，去年产生 400
万元经济效益。”肖春雷如数家
珍般，细数育苗产业壮大那受村
集体经济的新路径。

那受村育苗示范基地不仅满
足当地菜农产业发展需求，还能
为当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一
天工作8小时，能挣100多元，还
能学门手艺，家门口就业特别便
利。”村民周恩花就是育苗产业
的受益者之一。

大力发展育苗产业只是那受
村产业振兴的其中一步，正在逐
步完善的千亩优质水稻示范基
地让该村真真正正把“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落实到田间地头。

几场冬雨过后，翻耕后的土
地散发着泥土的清新味道，地块
一侧，一块“育才生态区那受村

委会集体产业示范基地”的公示
牌格外醒目，在公示牌上，明确
标注了基地概况、项目名称、项
目负责人等。“这是我们村的千
亩优质水稻示范基地项目，前段
时间喜获丰收，亩产近千斤。与
传统水稻相比，亩产提高了 200
斤，村民都很开心。”走在田边的
泥土路上，肖春雷兴致勃勃地告
诉记者这个好消息。据了解，该
项目选种由三亚市热带农业科
学研究院提供优质香米品种“五
香优 1918”，通过采用“冬季瓜
菜+水稻”的种植轮作模式，实现
农民增收、耕地增效、粮食增产

提质，从而实现“钱粮双丰收”，
确保粮食安全。

“明年会继续扩大新品种的
种植面积，让村民获得更多收
益。”肖春雷介绍，同时，这一批
收获的稻谷，将统一以那受村村
集体打造的纳寿农家香米“黎家
哥”品牌出售，做强那受村“一村
一品”村集体经济，提升纳寿农
家香米品牌知名度，推进产业发
展，促进乡村振兴。

丰收不止于田间。近年来，
那受村的道路翻新了，居民的房
屋变美了，村里的公共设施变多
了，村民们脸上的笑容更灿烂
了，肖春雷的心里也慢慢踏实
了。“回顾驻村的这段时光，我看
到那受村的每一天都在发生着
变化，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正变
为实景图。”肖春雷感慨道。扎
根乡村一年多以来，那受村集体
经济不断壮大，农民收入节节攀
升。“2021年，整村集体经济收入
为686446元，其中集体产业收入
为 525251 元。村内集体产业收
入较2020年增长了227倍。”

肖春雷告诉记者，村里集体
收入增加了，村民生活环境改善
了，而这些还只是他工作的开
始。“我将继续扎根一线，发挥自
身行业和岗位优势，带领村民苦
干、实干、巧干，积极探索建立科
学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增
收致富，形成‘党委引领、产业驱
动、农户参与’的生动局面，推进
乡村振兴工作。”肖春雷兴致勃
勃邀请记者半年后再来那受村，

“届时这里的田园风景将会更怡
人，这里的乡村图景将更繁盛”。

资源变资产
让沉睡的土地“活”起来

从土地资源看，抱前村“变现”
资本不算差，如何才能盘活土地资
源？激活闲置土地，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引进资本发展特
色产业，以产业带动土地改革——
抱前村逐渐走出一条农村土地改
革新路子。

“以前不是到外面打工就是在
家闲着，现在到基地里干活，有了
一份稳定的收入。”在抱前村红掌
花基地里，村民廖莹正在基地里忙
碌着，一朵朵美丽的红掌花，仿佛
她如今红火的日子般灿烂。

廖莹所在的红掌扶贫产业基
地，正是抱前村积极探索土地改革
的真正写照。2018 年底，该基地
建成并投入使用，通过探索“村集
体+公司+农户”模式，带动农户通
过出租土地、就近务工等方式获得
稳定收入。抱前村种植的红掌市
场口碑好，已成为该村的一个特色
产业。这片只有 70 亩的闲置土
地，迸发出成倍效应——2021 年，
实现村委会分红 20 多万元，吸纳
附近农户 16 人务工，每人每月收
入为2800元。

伴随着土地“三变”改革的逐
步深入，抱前村通过激活农村资源
要素，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这
两年积极探索“村集体+国企+公
司”的发展路径，不断焕醒沉睡的
土地，拓宽产业发展渠道，带动村
民入股，实现了党支部组织力提
升、村集体增收、村民共同致富的

“三丰收”。

2020年，抱前村充分利用土地
资源优势，通过协助驻村企业对原
有香水莲项目进行升级改造，扩大
规划范围，升级业态设计，以“承黎
乡文化，创特色农旅，为天涯出彩”
为目标，建设一个集传统文化、现
代艺术、黎族风情、莲花文化相结
合的现代莲花产业园，同时融合亲
子采摘、户外拓展探险、农林科普
教育等功能，打造三亚近郊休闲游
首选之地，村集体土地价值进一步
提升。该项目于 9 月份开始试营
业，已接待游客 1000 多人次。目
前，村集体计划利用上级乡村振兴
工作经费与华兆公司共同建设初
心莲池项目，村集体将在收益中分
红。

以产业带动
探索土地利用和升值路径

“我们村的产业项目不断增
加，不仅增加了集体收入，也为村
集体经济的壮大加入砝码。”今年
7 月 23 日，在抱前村的会议室里，
一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会议召
开，抱前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麦胜荣向党员干部、村民汇报
一年多来土地改革后的成效。

“我们专门拿出一块土地做光
伏发电项目，利用帮扶资金 67 万
多元，在干沟一村的养羊大棚顶
搭建了近 700 平方米的光伏发电
板，项目从 2020 年开始，一年多
的时间收益 13 万余元。”麦胜荣
说，现在抱前村土地改革效益逐
渐显现。

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抱前
村深入探索土地利用和升值实现
路径，通过多种途径引入资金，参
与土地综合整治，实现土地整治投
入多元化、实施模式多样化，进一
步激发活力、增加动力，提升土地
整治水平。同时发挥国资公司优
势，让国资公司更加全面地参与乡
村振兴工作，持续推进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的步伐，进一步激活农村土
地、资金、人才等资源要素，让乡村
产业持续壮大，着力打造美丽乡村

“抱前样板”。
抱前村如今基本实现 11 个村

小组“村村有产业，村村有特色”。
接下来，抱前村将充分发挥平台公
司优势，让公司深度参与到抱前村
美丽乡村建设中，引进发展葡萄种
植，引进榴莲等种植产业发展，建
设马头田山塘垂钓场等，继续丰富
抱前乡村旅游内容，推进产业多元
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沃土生“金”
打开村集体经济“黄金锁”

目前，天涯区出台了《海南省
三亚市天涯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试点实施方案》，其中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项目涉及抱前村、台楼村、
过岭村、华丽村、布甫村 5 个行政
村和立才农场南岛作业区的 4 个
连队；分为三个片区(抱前台楼南
岛 片 区 、过 岭 华 丽 片 区 、布 甫 片
区)，计划安排 34 个子项目，包括
农用地整理项目 8个、建设用地整
理项目 11 个、乡村生态保护修复
项目 13 个、乡村历史文化保护项
目 2 个 。 该 方 案 项 目 建 设 成 本
102471.57 万元。

以抱前村为例，土地综合整治
的效果正在外溢——干净宽敞的
村道、盛开的花卉，昔日的村庄实
现了美丽蝶变，引得八方游客前
来，乡村旅游的火热正在悄然影响
着抱前村。2019 年，抱前村被三
亚列入“美丽乡村建设试点”“乡村
振兴试点”“农村土地改革试点”

“三块地改革试点”等多项试点改
革，可享有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办法
的优先试行权。

探索打造一个个试点，吸引更

多 的“ 人 气 ”，聚 集 更 广 的“ 财
气”。这是天涯区稳步实施农村

“三变”改革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工作试点，以试点工作为重要抓
手，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生动“样板”。通过成立平
台公司参与运营模式，全力推进

“变集体资源为入股资产，加快村
级特色产业发展”。

2021 年，抱前村推进村委会
集体土地上市，将两块约 7.7 亩的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用招拍和协
议的方式出让，以 618 万元成交，
标志着三亚市农村集体土地入市
破冰，这是三亚成交的第一宗农
村集体经营性土地，跑在了全省
前列。

“三变”引领，沃土生“金”，不
仅打开了致富之门，也打开了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村集体
经济壮大的“黄金锁”——通过土
地改革，实现村民的土地变成一种
资产、资源。目前，以抱前村为试
点的村集体产业蓝图清晰，当下的
任务就是跟进推动规划的项目。
未来，抱前村将积极探索村集体特
色产业，做好乡村振兴示范项目建
设，力争成为全市标杆，深化企业
合作，实现产业兴旺美好蓝图，带
动村民富裕。

育才生态区那受村驻村第一书记肖春雷：

打造特色产业 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本报记者 林林

肖春雷在地里查看作物长势。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天涯区抱前村深入推进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工作

“三变”引领 沃土生“金”
本报记者 张慧膑

16家海鲜餐饮企业
获评高质量服务餐厅
目前全市共评选出62家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日前，由三亚市旅文局
主办，三亚市海鲜餐饮协会承办的 2022 年三亚市
海鲜餐饮行业高质量服务餐厅工作总结暨第三批
授牌大会在大东海酒店举行。会议对三亚紫轩阁
餐厅等 16家第三批海鲜餐饮行业高质量服务餐厅
进行授牌。截至目前，全市海鲜餐饮行业高质量服
务餐厅共计评选出 62 家，覆盖海鲜酒楼、海鲜餐
厅、海鲜加工店、海鲜加工档口等多种海鲜餐饮模
式。

据了解，自去年三亚海鲜餐饮行业正式发布
《三亚市海鲜餐饮行业高质量服务餐厅标准》以来，
市旅文局对三批 62家海鲜餐饮行业高质量服务餐
厅企业进行授牌，并按照《三亚市海鲜餐饮行业高
质量服务标准餐厅评定实施管理办法》的要求，建
立健全长效发展管理机制，鼓励更多的海鲜餐饮企
业执行高质量服务餐厅标准，促进三亚海鲜餐饮行
业的健康发展。

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绝大多数高质
量服务餐厅仍在正常经营，三亚将以这些高质量服
务餐厅为标杆，为三亚旅游业高质量服务工作打下
坚实基础。下一步，市旅文局将会同行业协会，对
高质量服务餐厅加强回访和指导工作，引导企业扎
扎实实做好服务提升工作，同时加大对高质量服务
餐厅的宣传和推广力度，让更多消费者能够在三亚
的优质海鲜餐厅收获更加完美的体验。

海棠区上线
28项跨区通办事项

涉及教育、医疗、文旅、民政、交
通等民生领域

本报讯（记者 黄珍）近日，海棠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上线28个“跨区域通办”事
项，涉及教育、医疗、文旅、民政、交通等民生领域，
实现政务服务事项“一地办”，解决了办事群众“多
地跑、时间长、成本高”等问题。

据悉，海棠区此次可跨区域申办事项包括“社
会团体成立登记”“城市道路挖掘审批”“幼儿园、小
学、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证的认定”等民政、交通、教
育领域高频便民利企事项。

海棠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为申请人提供线上线下
两种办理方式。线上，申请人可登录海南政务服务
网或支付宝客户端“一鹿快办”小程序，查询待办事
项的办事指南或提交办理业务，办理结果将免费邮
寄送达至申请人；线下，申请人在准备好申办材料
后，可前往海棠区政务服务大厅14-20号综合窗口
或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政务大厅31-34号窗口，窗
口工作人员将“一对一”引导办理相关业务。

据了解，在上线过程中，海棠区审批局与三亚
市政务服务中心联合开展线上培训，相关负责人就

“跨区域通办”所涉及的事项清单、具体业务、通办
方式、审查要点和注意事项等进行了详细讲解，为
企业、群众提供更优质便捷的服务。

Sy 我为群众办实事

三 亚 市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日 报
（12 月 4 日16:00 至 12 月 5 日16:00）

监测点
PM

（μ g/m）

O

（μ g/m）
AQI级别

河东 一级 优

河西 一级 优

海棠湾 一级 优

鹿回头 一级 优

创意新城 一级 优

君悦子站 一级 优

天涯区抱龙小学 一级 优

西岛子站 一级 优

城东小学 一级 优

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                hbj.sanya.gov.cnhbj.sanya.gov.cnhbj.sanya.gov.cnhbj.sanya.gov.cn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一级一级一级（（（（优优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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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天涯
区推进农村“三变”
改革和全域土地综
合 整 治 工 作 中 ，抱
前村积极探索土地
改 革 新 模 式 ，盘 活
闲 置 资 源 ，做 活 优
势 产 业 ，激 活 村 集
体 经 济 ，让 资 源 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 民 变 股 东 ，奏 响
乡村振兴交响曲。

三亚市社会组织孵化中心：

打造“化蝶”孵化品牌
助力社会组织发展壮大

本报讯（记者 黄珍）近日，记者从三亚市社会
组织孵化中心了解到，该中心精心打造“化蝶”孵化
品牌，运用“四段”工作法为入孵的社会组织创造条
件、提供资源平台链接，提高社会组织专业知识储
备和专业技能，促进社会组织专业能力发展，进一
步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为海南
自贸港建设贡献专业力量。

“四段”工作法中，“落地成蝶”是通过提供优良
环境，为入壳孵化的社会组织提供各类软硬件条
件，包括办公条件、活动场地，以及信息政策咨询、
能力建设、党建指导、学习交流、业务实训、公益资
源整合等专业服务，促进社会组织协同发展；“吐丝
成垫”是链接各高校师资团队、资深专业人士，结合
三亚实际，研究及开发课程，开展社工机构系列能
力提升建设培训，重点培育三亚本土社工、养老护
理员、督导及社工机构管理团队等专业人才；“脱皮
化蝶”是协助主管部门制定、出台社工行业相关行
业规范文件及标准，进一步规范三亚社工行业发
展，提升三亚本土社会组织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
的服务水平；“随风飘舞”是指导入孵机构总结运营
经验、提炼工作方法、打造工作品牌、创新发展思
路，不断历练深耕服务领域、服务行业的独立能力，
助力三亚社会组织行业发展壮大。

截至目前，三亚市社会组织孵化中心已为24家
社会组织提供孵化培育服务，累计输出督导人才认
证 15人，培育社会组织管理人才 232 人、社区社会
工作人才125人、初级养老护理员665名，开展本土
社工人才培训37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