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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花卉产业已成为昌江的
十大特色产业之一，并正将花卉产
业与全域旅游、创办旅游文化相结
合，积极探索“产业+文化+乡村旅
游”的融合发展模式，同时结合共享
农庄发展新业态，持续探索打造新
时代乡村旅游产业新载体。今年7
月，昌江和丰兰花博览园和昌江聚
源花卉博览园被评为国家 2A级旅
游景区。

借助兰花产业打造共享农庄，和
丰农业主动与旅游企业对接引入游
客资源，开展兰花展览、亲子游、研学
等活动。

“研学活动都是我带队，从兰花
博览园到组培室再到种植部，最后到
达兰花科普馆，完整游览下来约一
个半小时，还可以实际体验兰花种
植。”李壮文介绍，在兰花博览园附
近的办公楼还打造了双溪书院，不

仅可以读书，还有品种繁多的兰花
供游客欣赏，而赏花读书的间隙还
可悠闲品茶。

“接下来我们将以兰花产业为着
力点，结合乡村振兴，推动兰花产业
与农、商、文、旅融合发展，同时发动
农户参与、引导集体土地成片流转，
带动群众和集体经济实现双增收。”
周载耀说。

据悉，近年来昌江相继出台了

花卉产业发展规划和扶持实施方
案，将花卉产业培育成了推动乡村
振兴的特色产业。下一步，昌江将
持续探索创建特色花卉产业，引进
科技人才和技术，建设花卉产业市
场流通渠道和交易、展示平台，努
力促进产业融合，形成花卉品牌效
应，助力昌江花卉产业品牌及旅游
业发展。

（本报石碌12月12日电）

昌江“兰花经济”带动多产业发展，促进就业

从一枝独秀到花开满园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符文倩

12月，和丰世
纪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和
丰农业）种植的兰
花迎来了盛开旺
季，紫红色的朝阳
红、紫白相间的粉
黛昂首绽放；公司
的兰花博览园前，
一辆大卡车装满
打包好的兰花，准
备发往广州。

“9 月后兰花
进入花期，现在每
隔1天就有一批货
发往广州、云南。”
和丰农业董事长
周载耀看着眼前
丰收忙碌的场景，
心里乐开了花。

和丰农业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
乌烈镇，占地2000余亩，过去以种植
冬季瓜菜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相对
单一。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和产业转型的推动，公司开始把发展
目光聚焦在热带兰花种植上，并将此
打造成为核心产业。

种植业要想实现长期高质量发
展，自主育苗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和

丰农业组培室经理李壮文就有着多年
的兰花育苗和种植经验。2018年，他
选择辞职回到家乡，一头扎进和丰农
业的组培室里，从搭建技术梯队做起。

组培室里，大小相同的玻璃瓶整
齐地摆在架子上，瓶内“孕育”的兰花
苗在无菌环境中长势良好，蕴藏着产
业发展的能量。“从人工切苗再移至
瓶内培育生长，再到最后在杯内生长

开花，整个过程需要一年。”李壮文
说，经过技术领域的攻坚克难，公司
在建立起一套完整石斛兰培育体系
的同时，整个兰花种植团队还拥有了
6名核心技术人员。

在自主育苗基础上，和丰农业还
与海南大学、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品资所等高
校、院所开展技术交流与学习，不断提

升育苗能力。据介绍，公司目前每年
可培育兰花苗约800万株、成品兰花
150万株，年产值能达到2000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新品种的
开发。目前公司在售的品种较老，但
随着新品种育苗工作的推进，明年新
品种的比例将提升到四成，意味着明
年同样的种植面积，产值能大大提
升。”周载耀说。

掌握育苗技术 把握市场主动权

乌烈镇道隆村村民韦丽丽，早上7
时左右就会骑着电动车来到和丰农业
的兰花基地上班。她的日常工作，是
负责在基地里挑花、打包，最近是兰花
盛开旺季，她也比平时更忙碌些。

只见她熟练地将长满8个花苞的
兰花植株一株株观察、挑选出来，这
个过程与“选美”无异。在基地工作

快4年，韦丽丽很享受这份工作带来
的快乐和收益。“在大棚里工作不用
风吹日晒，每天看着这些美丽的兰花
心情也很好。平日的工资是130元一
天，现在用工高峰期，工资还能涨到
每天150元，更别说中午还能回家休
息了。”韦丽丽笑道。

而韦丽丽也只是众多兰花基地

务工人员中的一员。在实现产业发
展的同时，和丰农业也注重社会效
益，每年吸纳周边村镇务工人员约3
万人次，为解决周边村民就业增收提
供了平台。此外，公司去年还以“提
供种苗+技术支持”的模式带动乌烈
镇峨港村发展了40亩兰花产业，激发
农村“造血功能”内生动力，助力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
“我们以每株2.8元的价格将种

苗卖给村民，无偿提供技术支持，现
在村里的兰花也开始销售了。”周载
耀说，公司秉持着发展的同时也要让
周边百姓享受“美丽经济”红利的理
念，正争取把兰花产业打造成乌烈镇
的靓丽名片。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符文倩

“现在的生活很好，好多人脸上都
红光满面。”

“春天有美丽的木棉花，夏天有水
稻，冬天有瓜菜，我们峨港村一年四季
都很美好。”

近日，“黎花知音”乡村公益课堂
走进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镇峨港村，
在一场主题为“语言沟通”的课堂上，
讲课老师提出以“四季”为关键词展开
联想，课堂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60
岁的黎族阿婆王星桃大胆地从最后一
排走向前台，她放下腼腆、拿起话筒，
自信地说出了她关于“四季”的联想。

“上台前原本很紧张，但老师给的
话题我很感兴趣，想说点什么，就忘记
了紧张。”王星桃喜欢这样的课程。

是什么样的课让王星桃主动上台
表达自己？

本期课程由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电
视新闻中心主持人黄晓宁授课，围绕

“什么是沟通，沟通的定义、沟通的三
大要素、高效沟通三原则”等内容，通
过传话练习、发散思维等互动小游戏，
让村民参与课堂中，感受沟通的力量。

课堂上，专业的知识转化成了接
地气的语言，并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调
动着“学生”们的积极性。“老师引导得
好，很容易听懂，让我觉得很舒服。”在
淳朴的语言表达里，王星桃用“舒服”

一词给予这堂课高度评价。
今年3月，“黎花知音”乡村课堂公

益行——海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妇女
综合素质提升计划在昌江王下乡启动，
组织了文化教育、心理健康、医疗卫生
等多领域的公益使者走进昌江各乡
镇，将电影赏析、家庭家教家风、心理
健康、诗歌朗读等课程送到她们身边，
为农村妇女综合素质提升积聚力量。

王星桃原本打算一早下地干农
活，但听村干部说今天有省里的老师
来讲课，她哪儿也不去，就等着来课堂
上学习。虽然坐在最后一排，她不时
身体往前倾，听得入神，生怕漏听了
什么。

“没带纸和笔，但都记在脑子里。”

王星桃在峨港村出生长大，在学习上
保持着一贯的积极性。“现在大家的生
活都好了，也渴望丰富精神生活，提高
自己，希望以后‘黎花知音’课堂能多
多举办。”王星桃说。

一堂课结束，不仅学员有收获，对
黄晓宁来讲更是“收获满满”。“我非常
感动，她们主动与我交流，表达的是发
自内心的对土地的热爱、对农村的自
豪，她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
很愿意宣传自己的家乡。”黄晓宁说，

“黎花知音”不仅仅是惠及老百姓的公
益行动，更让她看到了峨港村的建设
和当地人的精神风貌，感受到乡村振
兴给昌江带来的变化。

一堂课播下的只是种子，但这是

一颗希望的种子。据悉，截至12月，
该行动已组织文化教育、心理健康、医
疗卫生等领域的19名公益使者走进
昌江王下乡、七叉镇、海尾镇、十月田
镇、乌烈镇、叉河镇等6个乡镇的28
个村，开设了10期共52堂课，参训农
村黎族妇女达1200多人次。

“‘黎花知音’课堂在王下乡启动
后，目前已面向全县进行推广。目前
也计划好了明年的课程，将增加场次、
增加频率，将妇女们渴望的知识送到
她们身边。”昌江妇联主席黄兆雪说。

“欢迎到峨港村来看美丽的木棉
花！”课程结束后，王星桃再一次向黄
晓宁发出邀请。

（本报石碌12月12日电）

昌江开展“黎花知音”乡村课堂公益行

为乡村振兴积聚“她”力量

昌江通过数字化赋能乡村基层治理

“阳光乡村”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本报讯（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符文倩
通讯员林思）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昌江黎族
自治县石碌镇山竹沟村看到，该村“两委”干
部正通过平台录入资金收支、干部生活补贴
等内容。村民也能通过平台直观了解村庄党
务、财务、村务“三务公开”情况，并通过平台
反馈意见，行使自己的监督权。通过“云上”
互动，昌江最大限度发挥了村务系统的服务
效果，有效提升了村民满意度，成为优化基层
治理的有力抓手。

今年5月，昌江聚焦党务、村务、财务“三务
公开”及农村集体资产、资金、资源“三资管理”
两大农村基层治理场景，在石碌镇山竹沟村、保
梅村和牙营村试点推进“阳光乡村”平台，通过
数字化赋能乡村基层治理，推动解决农村基层
工作模式及监管层面存在的痛点、难点、堵点问
题，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据介绍，“阳光乡村”平台设有“三资管理”
和“三务公开”两大模块。“三资管理”方面，平台
通过产权改革、资产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统计
监管等功能模块，实现对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
产、资源的穿透式管理，协助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纪委监察部门等加强对农村集体三资的监
管力度，推动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制度化、规范
化、信息化。“三务公开”方面，平台以农村村务、
政务、民生管理为核心，以党务、财务、村务“三
务公开”为要点，通过人口管理、信息发布、村务
服务等模块功能，打通群众办事信息化“最后一
公里”。

平台上线以来，昌江持续优化迭代平台功
能，积极开展相关培训，推动平台观摩学习，不
断适应各级用户使用需求，清扫平台推广使用
障碍，目前该平台已在全县各乡镇推广运行，进
一步织牢基层治理监督“一张网”，推动监督向
基层全方位延伸，有力促进乡村振兴。下一步，
该平台将完善资金管理功能模块，简化报账流
程，实现报账信息化。

昌江王下乡乡村旅游
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开工

本报石碌 12 月 12 日电（记 者 刘 婧 姝
特约记者符文倩）12 月 12 日，昌江黎族自
治县王下乡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EPC+O项目在该乡三派村正式开工，项目总
投资约 6048.18 万元，预计 2025 年 6月底完
工，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王下乡特色旅游
乡村形象。

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黎山麓雨林驿
站、牙劳雨林驿站、霸王岭雨林驿站、十里画廊
雨林驿站、明望坡雨林驿站暨黎花里旅游综合
服务中心、明望坡雨林营地、皇帝洞雨林巡护
设施及雨林自然教育解说径、钱铁村雨林野外
宣教点、“王下乡·黎花里”导视系统配套设
施、“王下乡·黎花里”文化宣传配套设施、黎
锦坊改造、黎家书屋改造、王下乡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等。

据介绍，EPC+O即集运营、设计、施工、
采购一体化，通过促使各市场参与主体从运
营效果切入，最大程度避免传统分阶段管
理模式导致各环节脱节问题，确保项目各
个环节有效衔接，实现项目全生命周期的高效
管理。

项目采用的EPC+O模式，包括王下乡乡
村旅游基础设施提升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采
购、建设，以及项目建成后对王下乡乡村旅游片
区的运营、移交等工作。运营方云画（海南）文
旅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将充分发挥其项目运营的
专业优势，将项目的运营需求前置到项目设计
阶段，打造适宜的商业硬件环境。

昌江向各乡镇免费发放
6.5万株油茶苗

本报讯（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符文倩 通
讯员林思）油茶是海南省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重
点发展的“六棵树”之一。近日，昌江黎族自治
县林业局在石碌镇护林站举办推动油茶“四旁
（村旁、路旁、水旁、宅旁）”种植苗木发放仪式，
向各乡镇免费发放油茶苗6.5万株，为该县油
茶产业发展按下“快进键”。

发放仪式现场，镇村干部及农户代表有序
领取分配到的油茶苗。随后，林业局技术员现
场讲解了油茶“四旁”种植技术规程和落地上图
规则，解答大家关于油茶种植的相关技术问题，
保障油茶苗落地生根。

据介绍，油茶适种于山地或坡地，一般
种植 5 年至 8 年可迎来收成。油茶果富含
维生素 E、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
素，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可销
售生果或加工榨成油，广受市场欢迎和消费
者青睐。

据了解，当前昌江已种植油茶3270余亩，
通过加强油茶产业发展政策宣传，加大油茶的
招商引资力度，计划引进大企业开展油茶种植
等方式，昌江正推动当地形成油茶产业链，加快
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昌江林业局技术员孙王虎表示，此次免费
发放的主要目的是助力昌江所有自然村实现

“四旁”油茶全部覆盖，同时引进企业种植油茶，
实现联农带民机制辐射作用，确保油茶下游产
品发展。

近日，航拍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沙渔塘社区，滨海美景加上相关影视作品、综艺节目带来的知名度，让越来越多游客前来“打卡”。
下一步，沙渔塘社区还规划建设游客接待中心、停车场、海上图书馆等，进一步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未来随着紧邻社区的环岛旅游公路开通，

也必将带来更多人气。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昌江沙渔塘社区：

“向往之地”越来越火

提供就业平台 带动乡村发展

以花为媒 以一产撬动三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