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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水员就是为村民服务的。”叶显飘

是海南省临高县博厚镇五尧村的管水员，

每天巡查供水设备、消毒清理，是他的一项

日常工作。村民家的自来水管、水龙头出

现损坏等问题，都打电话让叶显飘上门去

维修。

长期以来，海南省农村饮水安全面临着

建设容易管护难的问题。很多市县农村地

区，水塔建设起来，自来水管网延伸到户，但

由于管理不到位、供水设备容易损坏等原

因，使用率不高。

近年来，海南省深化农村饮水安全改

革，建立农村饮水安全管护机制。市县通过

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或通过社会采购服务

模式，委托专业机构运营管理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实现农村供水管网运行管护从“有名”

到“有实”的转变。

临高县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临高

县 创 新 农 村 饮 水 工 程 管 理 模 式 ，通 过“ 公

司+村民管水员”管养分离、分工合作的模

式 ，有 效 破 解 了 农 村 饮 水 安 全 工 程 管 理

难题。

省水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

期间，海南由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阶段

转入农村供水保障阶段，将通过城乡供水

一 体 化 建 设 ，彻 底 解 决 农 村 饮 水 安 全

问题。

目前，省水务厅正在部署开展农村供水

保障工程管理实施方案（2021—2023 年）编

制工作，建立农村供水保障工程管理制度，

逐步解决农村供水短板问题，真正落实城乡

供水一体化建设。

农民喝上了放心水
本报记者 朱荣鹏 王欣悦

在地处偏远的海南省万宁市北大镇北

大村，村医黄业来走家串户巡诊多了一个

“秘密武器”：诊断开药之后，拿出“村医通”

刷脸验证，就可以为村民办理药品结算报

销，村民不用再跑村卫生室报销。

在海口，出门总是忘带医保卡的王先

生，通过手机扫码成了全市使用医保电子

凭证完成扫码支付的第一人，他笑着夸赞

说：“手机扫码就医，这法子便民利民！”

在海南，通过个人全生命周期档案管

理系统，老百姓无须去医院，就能查看自己

的健康状况；不用翻看病历，就能清楚自己

过往的就医记录……医疗保障信息化带来

的便利还不止这些。

“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近

年来，海南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织密织牢医疗保障

网，努力打造便捷的医保公共服务，提升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20 年，海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信息系统正式上线启用，不仅实现了城

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整合，还通过与民

政、扶贫、税务等部门的定期数据同步、数

据统计同级部门共享，实现了基本医疗保

险、大病保险、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医疗救

助、健康扶贫等各项政策在定点医疗机构

的“一站式”结算。

同年，“村医通”便民服务工程列入省

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事项。目前，省医保

局已为 318 个乡镇卫生院、64 个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站）、2354 个村卫生室配备了功

能多元的“村医通”移动终端。

扫码就医便民利民
本报记者 周亚军

从海口市出发，沿环岛东线向南，第一

站就是琼海市。过去 20 年，博鳌亚洲论坛

擦亮了一张走向世界的中国名片。

沙美村，隶属于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

虽然同东屿岛近在咫尺，却压根留不住人。

“过去，我们进出村，都要从附近的山脚下绕

行。原本几百米的路，绕行山脚就变成了十

几公里。”沙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冯

锦锋说。

2017 年 10 月，琼海市启动美丽乡村建

设。第二年，6.4 公里长的博鳌镇沙美内海

旅游公路就建成启用。沙美村旅游业的发

展迎来了新机遇。

椰树、湿地、天蓝、海碧……国内外游客

纷纷打卡，让沙美村成了全国闻名的“网红

村”，也吸引村民们陆续回归。

“每次回沙美，都有新变化。”眼看着游

客越来越多，村民何忠林果断放弃海口月

薪两万的工作回乡开起农家乐，现在全家

一 起 上 阵 ，生 意 好 的 时 候 一 天 能 赚 2000
多元。

2020 年，村民符育瑜从旅游学校毕业

后，也回到沙美村当导游。“今年 3 月已经拿

下了导游证，打算学点英语和俄语，游客会

越来越多，沙美会越变越好。”

咖啡屋、农家乐、琼海公道饭店……像

符育瑜、何忠林这样吃上“旅游饭”的村民还

有不少。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近 5 年来，

海南省建成了旅游资源路 325.53 公里，覆盖

16 个市县，“公路+乡村游”模式让越来越多

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本报记者 王欣悦

“在家门口一个月能有近 3000 元的收

入，还有五险一金，这样的日子以前都不敢

想。”一年前，在外务工的原蓝洋农场 22 队

职工杨勇回到家，成了海南省儋州市莲花

山景区的一名保洁员。离家近，年收入比

外出打工增加了 1 万多元，每每和人谈到

这份工作，杨勇脸上总是堆着笑。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儋州市

蓝洋农场靠山吃山，大量开采石灰矿，植被

严重破坏、林地涵养能力严重退化、废石废

料堆积成山……

“每次开采，炮声震天响，常有村民和

家畜被飞石砸中。山体护不住泥沙，每逢

暴雨，泥石流倾泻而下。土地不能种，家畜

不好养，日子过得越来越紧。”杨勇说。

在儋州市委市政府支持下，海垦旅游

集团立足产业调整规划，对废弃矿山进行

生态修复，并打造“传统文化”为主题的莲

花山景区。种下 3 万余棵树，铺下 200 余

亩 草 皮 花 木 ，清 理 垃 圾 2600 多 车 …… 两

年过去，莲花山千疮百孔的山头重新披青

吐绿。

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如今，农旅

结合的景区里，不仅风景能卖钱，嘉宝果等

特色产业也鼓了职工腰包。依托景区建设

和温泉资源开发带来的人气，周边村民吃

上了“旅游饭”。目前，莲花山景区已为原

农场职工和周边村民提供 300 余个就业岗

位，平均工资 2600 元，40 多个贫困户因此

实现就业脱贫。

绿色产业鼓了腰包
本报记者 曹文轩

海南省海口市民朱忠宁在琼苑广场小

区住了 10 多年。他回忆，有一次楼上跑水，

自己家的屋顶、墙面、家具全都浸了水，物业

不仅不帮着解决问题，反倒态度恶劣、言语

粗暴，当时就想卖了房搬走。

物业纠纷逐年增长，小区治理这“最后一

百米”，牵动千家万户的心，是不容小觑的民

生大事。特别是海南有大量的“候鸟”人群，

冬天来过冬，夏天又离开，谁家要是忘了关水

龙头或者是没锁好门窗，协调起来费时费力，

容易引发物业纠纷。

眼瞅着业主和物业之间好多矛盾不可

调和，老党员陈多光学习政策文件，带头成

立了小区业委会。为了避免小区陷入混乱，

他不是首先想着把老物业撤换掉，而是花时

间促进老物业改善服务。在仍旧不改的情

况下，业委会才通过竞聘的方式选聘新物业

入驻小区。

“老物业管理差，账务不透明，业主怨

声大。新物业能耐心倾听业主诉求，大家

有事没事都愿意到物业管理处聊天。”朱忠

宁说。

“我们成立了由业委会、业主与物业三

方共管的账户，所有收支都公开透明。”陈多

光说，打开业主查询系统 APP，每一笔收支

都清清楚楚，有了疑问，还能随时查询。

原来脏乱差的小区，如今是海南省物业

管理的示范。在省住建厅指导下，省市业主

委员会协会正在海口市美兰区大力推广琼

苑广场经验，让更多老百姓住得更舒心。

小区规范管理受欢迎
本报记者 周亚军 朱荣鹏

提起菜篮子，跨上自行车，天刚蒙蒙亮，

家住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的

王义伟便赶着去两公里外的营根农贸市

场。“这里新开了‘平价菜店’，隔三差五来转

转，买一次菜能比之前省下十几块钱呢！”

近年来，海南省把菜价稳定作为提高

群众满意度的重要民生工作来抓。通过成

立菜篮子公司，增加平价菜店布局设点，启

动物价上涨联动补贴，完善市场价格监管

机制等方式，加强产销对接，降低流通成

本，努力破解菜价高的难题。

琼中九山半水半分田，耕地少，蔬菜自

给率低，每年 5—10 月又受高温、高湿、台

风等极端天气影响，菜价常年居高不下。

县委、县政府整合国企资源，成立海南中部

菜篮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启动“稳保供惠

民生平价蔬菜”工作。

“公司每天从海口直接采购茄子、油

麦菜等 17 个品类约 2 吨的蔬菜，投放到县

里 11 个农贸市场和部分超市的平价蔬菜

销售专区。”海南中部菜篮子发展有限责

任 公 司 党 委 书 记 、董 事 长 黄 章 福 告 诉 记

者，“经过前期多方的市场调研，采用直购

直 销 的 方 式 ，能 够 有 效 压 缩 中 间 环 节 溢

价，实现平抑菜价。”

与此同时，菜篮子公司与本地 18 个蔬

菜基地，建立订单式种植引导，保证本地蔬

菜优先供给本地市场，让“菜园子”直通百

姓“菜篮子”。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副县长高旋介

绍，琼中 17 种主要蔬菜价格持续回落，平

均下调 15%—25%。

“菜园子”直通“菜篮子”
本报记者 曹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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