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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万宁市海南省万宁市：：

村美民富产业兴村美民富产业兴 乡村振兴风头劲乡村振兴风头劲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通讯员 曾君倩

2月13日，《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发
布。文件指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
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如何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
发展？如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
渠道？如何扎实推进宜居宜业
和美丽乡村建设？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
和休闲农业”“深入推进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2月9日，海
南省万宁市《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2023年，万宁市将持续拓
展乡村振兴成果，建设宜居美
丽乡村。

把握机遇发展冲浪产业
村民吃上“冲浪饭”

晌午，正值饭点，万宁市礼
纪镇田新村村道两旁的餐厅生
意红火。乡海里冲浪民宿店长
谭少军刚送走一桌结束用餐的
客人，又迎面接上带着冲浪板回
到民宿的租客，忙得不亦乐乎。

谭少军是田新村村民，是
村里自主创业发展民宿产业“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早在2009
年，谭少军就将自家房屋出租
给外来客商用作民宿经营，后
来逐渐发现商机，便用赚来的
租金将另外的房子改作民宿，
开始自主创业。“2010年日月湾
举办首届万宁国际冲浪赛，从那
以后湾里每年都承办很多冲浪
赛事，还有音乐会等活动，逐渐
就热闹起来了。”谭少军表示。

万宁市日月湾是世界三大
冲浪胜地之一，是拥有高质量
定点浪型和沙滩浪型的海域。
自2010年起，日月湾成功举办
十二届万宁国际冲浪赛，并承
办多项国内外顶级冲浪比赛，
同时借助举办各式演唱会、音
乐会，逐渐打响“冲浪”这张名
片；2017年，冲浪国家队培训
基地正式落户万宁，万宁冲浪
旅游产业进一步优化升级。

近几年，随着冲浪正式成
为奥运会和全运会比赛项目，
加之越来越多人乐于参与户外
运动，冲浪运动大受热捧。作
为距离“冲浪胜地”日月湾冲浪
湾区仅数百米的村庄，田新村
乘势而上，牢牢抓住机遇，大力
发展民宿、餐饮、冲浪俱乐部等
冲浪配套产业，逐渐成为大部
分日月湾游客的首选落脚地。

田新村党支部书记陈真国
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该村过
去的产业结构较为单一，村民

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槟榔、水
稻等农作物种植。随着冲浪运
动在日月湾的不断发展，村里
的年轻人开始更密切地接触冲
浪，并由此转产转业——有的
当了冲浪教练、有的经营冲浪
俱乐部。得益于冲浪配套产业
的拓展延伸，村民经济收入较
之以往有了大幅提升。

“村里越来越热闹了，但我
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开始发现
一些问题。”陈真国说，在村子发
展中，村内民宿、俱乐部不可避
免地逐渐显露出自主管理不规
范、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
聚焦持续完善优化冲浪配套产
业，田新村已经着手开展一系列
相关工作，将通过举办培训等方
式引导村内经营主体提高自主
管理及对外服务水平。下一步，
田新村还计划成立“民宿协会”，
持续推动全村冲浪配套产业规
范化发展。

“除了冲浪配套产业，我们
计划近两年以仙女潭为核心，
打造‘花海观光’项目，进一步
壮大村集体经济，为实现旅游
产业高质量发展充电赋能。”陈
真国说，田新村将在不断夯实
产业基础的同时重点关注村庄
人居环境、社会治安、消防安全
等工作，进一步提高村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产融合发展
咖啡产业助村民就业增收

“各位游客上午好！咱们
马上出发喽，请大家坐稳扶好
……”初春时节，万宁兴隆咖啡

谷景区阳光明媚，春意盎然。该
景区观光游览车驾驶员刘光辉
干劲十足地开启一天的工作。

在万宁，像刘光辉一样依
托咖啡产业融合发展得以就近
就业的村民不在少数。记者从
万宁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万
宁积极推广“公司+基地+农
户”的咖啡产业经营模式，引导
企业与周边镇（区）建立紧密合
作关系，通过促进村民就近就
业、兜底收购咖啡鲜果等措施，
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成
为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助推
乡村振兴的新亮点。

“本次签约合作方向主要
是科学标准化种植技术的输
出，通过土壤、水肥、降水量、温
湿度等科学的把控使兴隆咖啡
从产量到品质都有质的飞跃，
让技术从研究所走进企业。它
预示着兴隆咖啡开始从原料端
科学把控，加速实现热带高效
农业全产业链进程，将高品质
的咖啡推向市场。”2月2日，海
南小洋侨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
所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进
一步深化合作，充分发挥双方
在兴隆咖啡产业科技创新、种
植示范生产、产区标准加工、市
场开发和品牌建设方面的技术
优势，更好地服务于兴隆咖啡
产业健康发展。

政企研合作签约、兴隆咖
啡·正大产业园开业、吉纳客咖
啡馆开进乡村……近年来，万
宁着力构建咖啡全产业链，坚
持三产融合发展，培育一批集
咖啡种植、加工销售、休闲体

验、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兴隆咖
啡综合园区，形成从种苗、种
植、加工到贸易的全产业链条。

万宁市农业农村局给出的
数据显示，目前万宁市咖啡种
植面积达8468.7亩，占海南全
省1/3以上。此外，万宁市拥
有10家具有一定规模的兴隆
咖啡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超
过6000吨，海南全省生产的咖
啡豆有76%都在万宁兴隆进行
加工生产。

品牌培育方面，兴隆咖啡
先后获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农
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国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2021年列入“中欧
100+100”国际互保互认地理
标志产品，成为海南省最具知名
度和发展潜力的农产品。

多措并举优化人居环境
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

“雨水”刚过，万宁市龙滚
镇文渊村“最美庭院户”庄运海
家房前屋后的花草绿植长势喜
人。自退休以来，他与老伴一
起，在自家房前屋后种上了花
草绿植、时令鲜蔬，家中收拾得
干净整洁。

“种植花草是一种享受，对
个人来说可以陶冶情操，对周围
环境来讲还起到了很好的美化
作用，何乐不为呢？”庄运海说，
他在村子里还有不少“花友”，闲
来无事大家就会聚到一起赏花、
饮茶，还会互赠花草，你来我往
间不仅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还
为村子增添了一抹亮色。

走在文渊村整洁的村道
上，时不时还能看到某户人家
种植的三角梅探出墙头。或是
种植观赏绿植、或是种植水果
蔬菜，各家各户的庭院都打理
得整洁有序。

据了解，龙滚镇在 2004
年、2008年、2012年、2016年、
2021年获得“全国文明村镇”
称号，同时先后获得全国侨务
工作先进单位、海南省文明生
态镇、海南省卫生乡镇、全省十

佳环境优美小城镇等10多项
省部级以上荣誉奖励。

“我们长期以来通过开展
‘最美庭院户’‘卫生整洁户’等
文明户的评比，激励村民在人居
环境方面更好地自治化，让大家
有更强的自主性去把自家房前
屋后的卫生搞得更好。”文渊村
党支部书记莫海婷告诉中国城
市报记者，每到节假日，村里还
会组织举办一些文体活动，进一
步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

文渊村是万宁市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丰富村民精神文化
生活的缩影。

近日，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辖区中部的溪边村再次迎来一
年一度的“三角梅花会”开园，
吸引到不少市民游客赏花、游
园、踏春。

溪边村是万宁市万城镇联
星村委会的一个自然村，因一
条小溪从村边静静流过，人们
便把这三角梅盛开的村庄称作

“溪边村”。近十年来，溪边村
着力发展三角梅特色产业，三
角梅种植基地面积达90亩，年
产量达10万株。

三角梅产业“党建+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给
溪边村带来了不小的产业发展
红利，村民收入由此大大提升。

“除了48户入股合作的农户外，
合作社招聘的村内工作人员到
手月薪都有2700元。”溪边种养
专业合作社社长文盛飞说。

“工作地点离家很近，方便
我接送小孩上下学，既能补贴家
用又能照顾好家庭，而且我本身
就喜欢花花草草，这份工作我真
的非常满意！”正在三角梅种植
基地内浇水施肥的管护员杨斌
说，在做这份工作之前他一直在
外打零工维持家用，2017年，溪
边村三角梅合作社为村里贫困
户提供就业岗位，杨斌笑称自己
就此过上了“拈花惹草”的生活。

此外，溪边村积极探索，以
“红色文化、乡土文化、耕读文
化、时尚文化”等四项内容为主
题相继建设了溪边客厅、溪边书
屋、溪边羊栏咖啡厅等休闲文
化活动场所，加之书法名家长
桌讲坛、溪边书屋书法学习班、
传统习俗礼仪培训等活动的举
办，溪边村持续扩大辐射力和影
响力，村民精神文化需求得到
满足，增收渠道也随之拓宽。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
三角梅特色产业高质高效发
展，在促进本村经济发展的同
时，不断改善村庄人居环境，提
升村民人文素养，助推经济发
展、社会公益事业、文明生态村
建设等工作迈上新台阶。”展望
未来，联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陈海雄信心满满。

▲万宁市的美丽乡村溪边村。

万宁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在万宁市日月湾冲浪的游

人们。 曾 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