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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下 ，正 是 采 参 的 时

节。跟着参农，进山爬坡，泥

土 小 路 边 满 是 滚 圆 的 山 核

桃、小橡子，不时还要伸手扶

树稳稳脚步。“土里长着金娃

娃呢，今年一株山参能卖一

两千元。”吉林白山市抚松县

沿江林下参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吴杰说。

沿江乡山林纵横，水土

条件优渥，参苗喜凉，树木就

是天然遮光棚。20 多年前，

吴杰回乡拉着几位村民办起

种参合作社。“现在，不仅人

参 值 钱 ，甚 至 参 叶 也 能 卖

钱。”2018 年，在乡政府支持

下，吴杰在村里建起人参粉、

参 叶 茶 两 条 加 工 产 线 。 去

年，企业又建起人参溯源编

码，手机一扫，山里条件、种

参采参情况一目了然。2021
年，合作社销售额累计突破

千万元。

地处长白山脚下，抚松

县种参历史悠久，是长白山

人参重要产区。如今，这个

面积约 6100 平方公里，总人

口约 21万的小县城里，4.5万

人直接从事人参产业。这里还拥有全

国知名的人参交易市场，年交易量占全

国人参交易总量的 80%。好山好水带来

的独特产业，如何跟上时代，接续发展？

抚松在全产业链发展上寻找破题

之路，制定了人参加工技术规程等 19
项行业标准，招引 30 余家加工企业入

驻人参产业园区，从整根销售到人参滴

丸、参叶茶、人参面膜……抚松现有人

参精深加工产品 600 余种。2021 年，人

参全产业链产值达 190.93 亿元。

再往山里走，一栋十几平方米的小

木屋映入眼帘，这是吴杰为村民准备的

临时“宿舍”。近几年，吴杰雇用合作社

村民巡山劝阻偷参伐木，每人每年工资

15000 元，“大家一起赚点钱，而且想靠

山吃山，就得靠山护山。”

如今，抚松县木材总积蓄量达 8500
万 立 方 米 ，全 县 森 林 覆 盖 率 高 达

85.76%。然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抚松

还是国家木材采伐基地，10多年时间里，

就外输了近 100万立方米木材。2015年

起，响应国家号召，抚松县全面禁止商业

砍伐，开始封山育林、植树造林。

守护青山，绿色发展。抚松县建立

起“县、乡、村”三级林长制责任体系，截

至目前，202 名各级林长和 240 名护林

员 累 计 巡 护 总 里 程 超 8700
公里。

看 完 人 参 ，下 山 路 上 ，

抓把山里的野果，唠起采完

参 有 啥 打 算 。 吴 杰 笑 得 爽

朗：“现在咱村民钱袋子鼓

了，有时间的话，我想去别

的山头转转。”

不再伐木，面对经济发

展中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抚

松 县 在 广 袤 森 林 里 寻 找 经

济 转 型 振 兴 的 答 案 。 除 了

发展林下经济，做足一二产

业文章，青山也蕴藏着旅游

产业的发展机遇。

山上采的野菜、自家小

院的大白菜、再去市场买点

笨 鸡 干 豆 腐 …… 在 抚 松 县

漫 江 镇 锦 江 木 屋 村 一 处 民

宿里，61 岁的于艳霞忙着为

明天来的旅行团计划菜单。

锦江木屋村，这里的村

屋 用 木 头 和 黄 泥 搭 建 而

成。村落有特色，硬件却不

足 ，“ 以 前 ，土 路 一 踩 一 脚

泥 ，游 客 来 了 ，很 多 人 都 不

愿意下车。”

近年来，抚松县争取省

级资金 3385万元，推进特色产业小镇建

设，漫江镇等地被评为省级特色小镇。

村里通了水泥路、修旧如旧的老木屋、

扩建后的蓄水池……不少村民瞅准时

机经营起农家餐饮、民宿的旅游生意。

去年，村里接待游客约 5 万人，村

民年收入大幅增加，村里吃上了旅游

饭。“听说，今年冬天，村里还要增加冰

雪项目。”于艳霞说。

好风景还需规划好，才能带来好前

景。长白山机场通航，抚长高速、鹤大

高速和宇松铁路相继通车；累计投入资

金超 10亿元，建制村通畅率达到 100%；

在吉林省率先启动编制《抚松县国土空

间规划》，规定每年建设用地 70%以上用

于全域旅游……抚松县统筹协调，完善

配套设施，以旅游发展推进乡村振兴。

2021 年，抚松县接待游客 84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超 8 亿元。全县绿色

产业增加值 82.5 亿元，占全县地区生产

总值 70%以上，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第

四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

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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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县城看发展

截至 8 月底，存续市场主体已突破

200 万 户 ；上 半 年 货 物 贸 易 同 比 增 长

56%，实际利用外资 15.9 亿美元，同比增

长 67.4%，一批大型跨国企业落户……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实施

以来，海南自贸港不断取得骄人成绩。

近年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推出制度

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海南稳步推进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不断增强经济

发展动力。

调整结构增强韧性

9 月 7 日，一架满载商品的 HU787
国际货运包机航班由法国巴黎戴高乐

机场起飞，历经 12.5 小时飞行直达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这是一条离岛免税货物

直抵海口的货运航线。

“离岛免税”仅是海南的发展政策

之一。近年来，海南优化产业结构，增

强 发 展 韧 性 ，靠 的 是“3+1”“ 陆 海 空 ”

“三篇文章”，即：“旅游、现代服务、高

新 技 术 ”+“ 热 带 高 效 农 业 ”；种 业 、深

海 、航 天 ；离 岛 免 税 、特 许 医 疗 、国 际

教育。

7 月 6 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在

海南文昌市开工；9 月 2 日，多方位保障

植物新品种权侵权损失的保险在海南

三亚落地；9 月 25 日，“探索二号”完成

海试任务返回三亚，实现岛礁海底滑坡

原位观测。据统计，2020 年至今，海南

通过公共预算、政府债券等，已经投入

超过 200 亿元支持“陆海空”三大科技创

新高地建设。

传 统 旅 游 业 也 不 断 实 现 新 突 破 。

2021 年，全省接待游客 8100.4 万人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1384.3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25.5%和 58.6%。现代服务业正驱动经

济新动能。2021 年全省服务业（第三产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3%，高于整体经

济 4.1 个百分点。

今年年初，海南研究制定了《产业

投资提升年行动方案》，要求大力推动

“3 + 1”产 业 发 展 ，坚 持“ 项 目 带 动 ”。

2022 年，海南省计划投资建设产业项目

669 个，总投资 6671 亿元。

既要“练内功”，也要“强外力”。成功

举办两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海南外

向型经济持续高增长势头不减，2021 年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增长 92.6%。

据统计，今年前 8 个月海南货物贸

易进出口 1257.5 亿元，同比增长 45%。

其 中 对“ 一 带 一 路 ”沿 线 国 家 进 出 口

455.7 亿元，增长 89.9%，占 36.2%。

更加重视制度创新

8 月，中服三亚免税店的负责人很

着急：一批进口免税品滞留在海口海关

无 法 运 达 三 亚 ；之 前 线 上 已 售 出 的 商

品，发货快超时了，却一直没法派送。

怎么办？

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接到求

助后，经过协商决定为其设立临时免税

品仓库：将免税店线上销售的 99 件免税

品先储放在海口综合保税区，然后出区

直接运往消费者手中。这一监管模式

新 探 索 ，被 称 为“ 保 税 仓 储 转 离 岛 免

税”。截至 9 月 6 日，马村港海关以此监

管模式，共完成监管免税品 5674 件，货

值 592 万元。

如何让创新成为常态？海南省委

组 织 部 专 门 出 台 了《海 南 自 贸 港 公 职

人员容错纠错办法》，鼓励一线实践者

们“放下包袱”，以制度和法纪，为创新

助力。

海 南 自 由 贸 易 港 法 施 行 一 年 以

来 ，海 南 以 贸 易 投 资 自 由 化 便 利 化 为

重 点 的 150 多 项 政 策 文 件 落 地 生 效 ，

120 多 项 制 度 创 新 成 果 陆 续 推 出 。 在

洋浦港，就推出了“全岛一港”国际船

舶注册、保税油供应船舶装船流程等 5
项制度。

9 月 17 日，在海南自贸港制度创新

成果发布会上，一项名为“海洋水产种

质 资 源 跨 省 协 同 跨 国 引 育 新 路 径 ”的

案 例 非 常 亮 眼 。 原 来 ，三 亚 崖 州 湾 科

技城向内与山东自贸试验区烟台片区

加强科研、人才交流，向外加强与东南

亚、日韩合作，构筑起一条“水产苗种

产业走 廊 ”。 海 南 石 斑 鱼 在 烟 台 片 区

实 现 育 繁 推 一 体 化 规 模 生 产 ，年 产 苗

种超 1000 万尾；短身石斑鱼等特色水

产 品 种 养 殖 周 期 从 24 个 月 缩 短 至 8
个 月 …… 这 种 创 新 链 和 产 业 链 深 度

融 合 的 水 产 种 业 生 态 体 系 ，为 打 造 我

国 本 土 海 水 养 殖 产 业 提 供 了 新 路 径 、

新经验。

据统计，海南已累计发布制度创新

案例 13 批 123 项。2020 年，海南围绕自

贸港建设重点领域，提出的 3 年 60 项制

度集成创新任务，如今已完成和基本完

成 55 项，完成率 92%。

优化环境稳定信心

夏季受台风影响，海南天气多变。

工地上的雨污水想排到邻近道路上的

市政管网里，可是这条路才刚修通还没

验收，怎么办？就在海口市江东新区国

际人才社区项目负责人急得不知怎么

办时，李畅来了，他的身份是“项目服务

专员”。

“ 专 员 就 是 专 门 解 决 企 业 困 难 的

人 员 。”李 畅 告 诉 记 者 。 在 他 的 协 调

下 ，该 问 题 当 天 便 有 了 解 决 方 案 。 不

仅如此，江东新区在建的 129 个项目，

全都配备了像李畅一样的项目服务专

员。 9 月 18 日，海南开展“万名干部下

企业”服务行动，服务专员正是海口市

的创新做法。

万名干部下企业、对中小微企业复

工复产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推出疫情防

控营业中断损失补偿保险、为重点进出

口企业量身定制“服务包”……9 月以

来，海南连续出台 10 余项助企纾困政

策。其中，仅《海南省稳经济助企纾困

发展特别措施（2.0 版）》就重点从升级、

缓缴、减费、补贴、信贷、消费等 6 个方面

提出了 34 条措施。10 月 17 日，一封来

自屯昌福泉自来水公司的感谢信寄到

省委，感谢纾困政策让他们 9 月缓缴电

费 16 万元、社保费 11 万元等，共减少支

出近 30 万元。

自 贸 港 建 设 以 来 ，海 南 始 终 把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作 为 重 中 之 重 ，实 现 实 行

告 知 承 诺 制 的 涉 企 经 营 许 可 事 项 111
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电子证书 100%
覆 盖 ，企 业 开 办 时 间 压 缩 至 1 个 工 作

日 。 今 年 8 月 ，海 南 省 新 增 市 场 主 体

68314 户，同比增长 63.63%；1—8 月份，

海南省共新增市场主体 61 万户，目前

全 省 实 有 市 场 主 体 已 突 破 200 万 户 。

与此同时，已累计有来自 126 个国家和

地 区 的 投 资 者 在 海 南 自 贸 港 设 立 企

业，布局新发展。

转型不放松 创新不停步

海南自贸港发展不断提速
本报记者 赵 鹏 孙海天

核心阅读

制订产业投资提升
计划，留出制度创新容错
空间，连续出台助企纾困
政 策 …… 近 年 来 ，随 着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的实施，海南稳
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不断增强经济
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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