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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不只有海鲜，还有雨林食物。
无论是山兰稻、绿橙，还是大叶茶、咖啡
等雨林物产，在海南琼中都有一个共同的
名字——琼中好味。

近年来，地处海南岛中部山区的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将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
兴紧密结合，吸纳、鼓励和引导群众参与
生态项目建设，大力发展特色生态农产
品，打造“琼中好味”农产品品牌，将生
态优势转换为产业优势，让群众在生态文
明建设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新春之际，笔者走入琼中，感受生态
文明建设给这里带来的变化。

为“生态稻”建好“产业链”

“现在种出来的山兰稻，不愁卖，所以
要多种点。”在琼中县上安乡南万村，村民
们正在翻新土地、重拾撂荒地，为开春种
植山兰稻做好准备。

作为“琼中好味”的特色产品之一，
山兰稻抗病耐旱、品质独特、生态属性极
佳。但此前由于抽穗期鸟害重、产量低，
当地人一度放弃种山兰稻，种植面积随之
下降。

“不是不愿种，而是不敢种。”2022
年，南万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林川看在眼
里，急在心头。

南万村开始合力解决难题。经过不
断尝试，南万村摸索出一套给“生态稻”
装上现代化“产业链”的方案——先是联
合村“两委”，为村民找到了效果好、价格
实惠的防鸟网；然后又与海南山栏酒庄公
司按照“公司+村委会+基地”的模式，整
合撂荒地，打造山兰稻示范景观区 300 余
亩，既引入了发展资金，又稳定了销售市
场，还建起了旅游景观区。如此一来，一
稻“三吃”，大大提高了当地人复耕种植山
兰稻的积极性。

当然，稳定这条产业链，一个重要的
环节是由稻向酒的转化。

为此，一方面，琼中县政府邀请中国
农业大学和海南大学选派研究生常驻琼
中，协助开展山兰稻性状研究等科研项目
攻关，建立海南省首个山兰稻社区种子

库，从源头把控品质；另一方面，海南山
栏酒庄公司也形成了标准化的 37 道工序、
口感统一的品控体系，并迅速得到了市
场认可。“我们现在愁的不是卖产品，而是
提升产能和开发新品。”海南山栏酒庄公司
负责人曾凡华说。

近年来，海南山栏酒庄公司的营业额
不断实现新突破，动力充沛的价值“驱动
器”带动琼中山兰稻生态产业链条高速运
转。截至目前，海南山栏酒庄公司在琼中
的山兰稻种植规模已达5000多亩，带动680
多户农户增收。2023 年琼中县各乡镇种植
山兰稻面积合计 5543.36亩，以山兰稻全产
业发展带动农民致富走上“快车道”。

用科技增值生态产业

在黎母山脚下，一株株绿橙、咖啡、

人参果树长势喜人。这片以“咖香橙韵”
命名的乡村振兴项目，正孕育着产业致富
的新希望。山兰酒的成功，为琼中县打开
了一个全新思路：绿色转型发展离不开科
技赋能增值。

2023年7月，琼中县争取各类支持资金
共 2 亿元。以此为基础，琼中县按照“企
业+村集体+农户”模式，尤其是结合科技
赋能的理念，在黎母山镇打造起“咖香橙
韵”项目。

“以黎母山镇新进、握岱片区万亩柑橘
产业园为核心，建成产学研一体化热带柑
橘产业体系；将黎母山国家森林公园做成
旅游观光带；再以多个热带高效林下经
济、美丽家园等项目，带动黎母山镇 12 个
村委会、96 个自然村经济发展——我们多
措并举，为全面打造革命老区乡村全面振
兴示范区奠定了基础。”琼中县黎母山镇党
委书记林声河表示。

在黎母山镇新进农场握岱村片区，海
南翔尔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生态果园
内，绿橙、脐橙、葡萄柚……果树种类繁
多、叶繁枝茂，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忙
碌着。

翔尔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
有华说，公司能这么快取得收益，离不开
一项“变废为宝”的技术——公司定期收
集全镇水稻收割后剩余的秸秆，通过自己
研发的技术加工处理转化为有机肥再利
用。这项技术既增加了土壤的养分，又解
决了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难题。

“在这里上班已经半年了，学了很多新
技术。”翔尔绿橙园员工王帮伟说，“基地
离家很近，照顾家人很方便，一个月能挣
两三千块钱，而且年底还有分红，我很喜
欢这份工作。”

据统计，目前这片生态果园内，柑橘
种植已超过 4 万亩，季节用工超过 200 人。
按照“村集体经济+公司”的发展模式，由
公司按每年固定的比例进行分红，这样既
解决了附近村民就业，还同步壮大了村集
体经济。

让好生态创造高价值

好生态带来“高颜值”，能不能再创造
出“高价值”呢？走进琼中海南农垦母山
咖啡有限公司，“零碳咖啡”宣传板与橱柜
上摆放的 “碳中和”证书格外显眼。

何为“零碳咖啡”呢？价值又几何呢？
“从树木种植到果实采摘，我们全流程

不使用农药化肥和农用机械，并采用人工
挑豆、光伏发电烘焙及可生物降解封装材
料等绿色生产模式，有效降低农产品在生
产、包装、物流、消费等过程中的能源消
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实现‘从种子到杯
子’全产业链的无碳化。”海南农垦热作产
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豫介绍。

一手“零碳”产品、一手“碳中和”
证书，更让李豫骄傲的是，他们当初的超
前思维如今成了地方政府眼中的“宝贝疙
瘩”——母山咖啡的发展思路得到了琼中
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将其作为重点
项目加以保障——拓宽厂区道路，完善基
础设施，提供宣传平台，创造有利环境。
企业也积极对生产线进行整体改造、邀请
专业机构进行指标测算等。

2021 年，北京绿色交易所正式为母山
咖啡颁发“碳中和”证书，“母山咖啡”成
为中国第一款实现碳中和的咖啡。

凭着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品牌理
念，“零碳咖啡”一经推出就获得市场广泛
认可。自 2021 年 8 月 30 日首家直营馆在海
南海口开业以来，短短2年多时间，母山咖
啡已经开了 30 余家线下门店。2023 年，母
山咖啡有限公司的销售额突破1亿元。

琼中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母山咖
啡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对我们琼中
低碳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如
今也成为海南本土品牌一张亮眼的‘绿色
名片’！”

上图：海南农垦母山咖啡基地。
左图：琼中绿橙丰收季，农民乐开怀。
本文图片均由琼中县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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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 中 国 环
境 新 闻 工 作 者 协
会、北京化工大学
联合发布 《中国上
市公司环境责任信
息 披 露 评 价 报 告

（2022 年度） 》（以
下简称 《报告》）。

《报告》 显示，2022
年中国上市公司环
境责任信息披露水
平稳步提升，披露指
数 约 为 40.57 分 ，相
比前一年增长1.7%。

据 了 解 ， 这 是
主办方连续第 11 年
发 布 此 系 列 《 报
告》。《报 告》 显
示，5078 家沪深股
市上市公司中，有
1675 家在 2022 年度
发 布 社 会 责 任 报
告 、 ESG 报 告 、 可
持续发展报告、环
境报告书以及企业
公民报告等有效样
本的企业，占所有
上 市 公 司 数 量 的
32.99% ， 比 前 一 年
增加了387家，增幅
为25.42%。

《报告》 显示，
“双碳”成为中国企
业环境责任信息披
露的又一重要突破
点。发布有关报告
的企业数量逐年增
多，且披露水平稳
步提升，体现出企
业对国家政策认识
不断深化，环境信息
披露意识不断增强。

《报告》 总结了
10 年来沪深两市上
市公司环境责任信
息 披 露 的 变 化 情
况、产业行业间的
差异，提出了建议
和对策：政府层面
通过健全环境信息
披露制度、积极参
与国际标准体系建
设 ； 健 全 奖 惩 制
度，促进企业履行
环境责任；加强第
三方机构参与监督
和评价；持续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上市公司增强外部交流合作，提升环境责任
品牌形象；推进科技创新，增强信息披露精
准性，推动产业向数字化转型；企业应将环
境责任整合纳入战略规划，更好支撑可持续
发展；鼓励领先企业加强示范作用，引导其
他企业践行环境责任。

发布会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发布了
《中国上市公司气候行动 CATI指数 2023评价
报告》，该评价共覆盖 880家 A 股和 H 股上市
公司。对比连续两年纳入评价的497家企业的
评价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的气候行动取得良
好进展：A级企业增加到4家；B级及以上企
业的比例从 9%增加到 17%；表现相对落后的
C级企业从65%减少到45%，更多企业加速减
排进程。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表示，本次
评价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上市公司气候
披露的“本底值”，希望评价结果能够助力多
方对上市公司的气候行动路线图达成共识，
促进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引导中国上市
公司完善气候治理和管理机制，通过碳核算
摸清排放家底，助力中国实现“双碳”目标
和全球气候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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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的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
山市依然银装素裹，游客络绎不绝，
冰天雪地之间尽显勃勃生机。

“这道菜好吃！这是山野菜吧？”
“这里的木耳不一样，有嚼劲，更新
鲜！”这热闹的一幕发生在阿尔山市
丽粒小磨豆腐农家菜馆。作为当地出
名的“土特产”菜馆，每到旅游旺
季，菜馆日接待游客最多超 500 人、
月收入超 10 万元。经营者由俊丽介
绍：“我的饭店主打绿色牌，游客来
阿尔山不仅能看到最美的风景，还能
尝到绿色的菜品。”

用婆婆丁炸丸子、将老山芹和成
馅儿……笔者在菜单上看到，菌类、
野菜等随处可见的“土特产”变成盘
中美味，每一道菜都选用绿色食材。

近年来，阿尔山持续聚焦绿色产
业发展，既让旅游“火”起来，也让

“土特产”登上了大舞台。
阿尔山优良的林下生态环境造就

了优质菌群的生长，产出的猴头菇、
小黄菇、木耳等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成为林下经济的新引擎，解开了当地
群众产业振兴新密码。

在阿尔山市白狼浩屾林产有限责
任公司的育菌车间，数以万计的菌棒
整齐排列，浓郁的菌香扑鼻而来。

“我们先后建设了 51 栋大棚，每
栋大棚亩产3000公斤，赤松茸种植让
269 名‘林三代’和 70 多名周边百姓
提高了收入，人均增收 3 万元以上。”
白狼浩屾林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佟

金峰介绍，目前公司的种植基地里种
有木耳、赤松茸等食用菌产品，公司
将继续扩大赤松茸种植规模，引进深
加工生产线，将初级产品深度加工处
理为酱料、汤料、冻干产品等“菌家族”
产品，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好山出好水，好水养好鱼。依傍
着奔流不息的洮儿河，阿尔山市五岔
沟镇的天源冷水鱼养殖基地，在群山
拱卫中宛如一处世外桃源。这里的养
殖水源取自洮儿河发源地，水温长年
恒定在 4 摄氏度左右，年可繁育孵化
鱼苗21万尾，年产冷水鱼2500公斤。

基地负责人董秀莲一边给冷水鱼
喂食一边介绍，近年来，在政府扶
持下，基地总投资2000万元，建设室
内养殖场2620平方米、露天养殖鱼池
10亩、过冬暖棚2500平方米、住宿房
间 23 间，“土特产”的发展前景愈发
广阔，建成了集“特色养殖、旅游观
光、风味餐饮、特色住宿”为一体的
示范基地。

今年 1 月，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
下发 《关于学习兴安盟“土特产”培
育典型案例的通知》，兴安盟委、行
署确立“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
的发展思路，以中草药、卜留克、沙
果等11个品种为重点的“兴安盟土特
产”在产品研发、产能提升、产业增
效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成为内蒙
古自治区“土特产”培育典型案例。

持续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产业之路，是铸就“兴安盟土特产”

金字招牌的必要保障。在兴安盟突泉
县东风林场文冠果基地，一排排深浅
不一的树坑即将在春天迎来新的苗
木。为了推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突
泉县把文冠果作为一项富民的“土特
产”倾力打造，引进加工设备进行深
加 工 ， 主 要 生 产 文 冠 果 油 、 文 冠
果茶。

“截至目前，突泉县栽植文冠果
7.2万亩，每亩可产果200斤，按目前
市场价格每斤10元计算，每亩可产生
2000元左右的经济价值。采摘下来的
果实一部分作为良种育苗，一部分作
为原材料进行榨油。”突泉县林草局
造林股股长勾慧妍介绍，文冠果具有
良好的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
气等生态防护功能，也是今后科尔沁
沙地治理和“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
的首选树种。

在绿水青山间，一个个“土特
产”产业在兴安盟多点开花，蓬勃生
长 —— 中 草 药 产 业 基 地 达 21.79 万
亩、产量 1.46万吨，加工产品 0.17万
吨，实现销售额 1.13亿元；卜留克产
业基地达2000亩，主要生产卜留克拌
饭酱、调味品等系列产品，年销售额
近 亿 元 ； 沙 果 产 业 基 地 达 14.55 万
亩，实现年产值 1 亿元；紫皮蒜产业
基地达 1 万亩，黑蒜等新品已上市；
食用菌产业年产干品 60 吨、鲜品 260
吨，实现销售额4000万元……

2023 年，“兴安盟土特产”迎来
飞速发展。在“兴安盟大米”“兴安

盟牛肉”等重点产业的带动下，“兴
安盟土特产”产品由 70 余种增加到
120余种，加工企业由 19家发展至 25
家，产品加工量由 1.9万吨增加至 2.3
万吨，产业基地由 65 万亩扩大至 70
万亩，产品总产值由10亿元增加至12
亿元，产品销售同比增长 10%、销售
额近 4 亿元，辐射带动 2.38 万农牧
户、户均增收0.4万元以上。

念好“土”字诀，打好“特”字

牌，唱好“产”字歌。如今的兴安
盟，正聚集“五大任务”精准发力，
坚持面向全国市场建设绿色农畜产品
生产加工输出基地，扎实开展“兴安
盟土特产”品牌培育工程，不断延伸
完善产业链，做好“土特产”文章，
一幅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图景正徐徐
展开。

下图：村民们在采摘赤松茸。
阿尔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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