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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车！”近日，在白沙黎
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办公楼前，白沙生态
资源资产数字运行平台（以下
简称两山平台）首笔蜂蜜订单
陆续发货交付，成交价490万
余元。

“发车！”在白沙打安镇合
水村兰花种植基地，一束束文
心兰鲜切花被运到海口，经由
空运发往东南亚国家。这是白
沙鲜切花首次走出国门。

白沙优质生态产品正源源
不断地驶出热带雨林“聚宝
盆”，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收益。

论经济发展起点，白沙不
算优越。生态资源充足，但开
发利用较为薄弱。

论发展，这里值得期待。
2021年依托海南首个县域国
家“两山”实践创新基地优势，
次年在全省率先试点建设两山
平台。如今，白沙初步打通了
生态“资源-资产-资本”有效转
化通道，入选海南首批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推动“两
山”转化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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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白沙牙叉镇方平村一处陈旧楼
房庭院，摇身一变成了金线莲培苗种植基
地。规模不大，占地面积仅50亩，但意义
非凡。

这是该县两山平台促成政企“牵手”的
一个生动实例。该企业有关负责人介绍，自
2022年底以来，他在两山平台上相中了这块
地，经过与牙叉镇等协商，并以第三方评估
价格为基础达成租赁协议，很快实现了落地
投产。

“牵手”成功的关键在于“清晰”。打开
白沙两山平台的网络链接，每个乡镇的山、
水、林、田、文化等资源一目了然，企业找项
目就像网络购物一样便捷。

而梳理这份自然资源家底，无疑是一
项涉及领域广、要求高、难度大的复杂系
统工程。白沙如何一步步先行先试、攻坚
克难？

据了解，为了把这一项全新改革任务完
成好，白沙成立领导小组、印发实施方案，做
好两山平台建设的顶层设计，并将该项工作
纳入“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中的揭榜挂帅
项目，由县委主要负责人揭榜挂帅，有力整
合全县各乡镇、各部门资源和力量，打通工
作中的堵点难点。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同
时，白沙县委注重借鉴经验，多次组织相关
部门赴省外学习，确保了两山平台建设的扎
实推进。

两山平台的建设还离不开省级相关部
门和科研院所的大力支持：各厅局多次赴
白沙开展调研，引导创新方向，给予政策
指导、业务帮扶和资源倾斜，为两山平台
建设提供支持指导；省环科院（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海南）研究中心）与白沙乡村
振兴公司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从“出本
子”到“出点子”“建平台”，围绕生态产品
交易系统建设、生态产品品牌挖掘、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制度创新等方面提供全方位
智库支撑……

在“省级指导+智库支撑+市县落地”
的推进方式下，作为白沙两山平台运营
方，白沙县乡村振兴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开
发线上平台，联通12个协同部门、11个乡
镇，形成“三张清单一张底图”1.0版本，实
现资源资产线上收储、线上查询、线上招
商一体化发展。另外，该县构建了“两山”
数据管理平台和应用场景和自然资源暨生
态数字化智能核算平台，通过现有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成果、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
记成果和森林二调成果，与技术单位联合
对县内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各类自然资源
进行价值量评估，形成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体系，让自然资源资产这笔账“看得清”

“算得明”。
下一步，白沙将持续推进资源摸底和完

善平台建设工作。在现有收储登记和资源
展示的基础上，进一步集成接入海南省土地
超市、海易办等省级服务平台，加大优质资
源资产包的宣传推介力度，增强招商引资吸
引力和项目转化成功率。

一套全新的资源整合利用平台，意味着
一种发展的新范式。

比方说，在招商引资上，两山平台的项
目中储备的生态资源既可以化零为整，拉
动大投资、大项目，也可以聚焦单个点位，
打造“小而美”的项目。截至目前，该平台
已收储登记771项生态资源，形成招商项
目31个。其中，既有像金线莲培苗种植基
地这种50亩的项目，也有青松乡869亩山
兰稻种植等大面积的转化项目；既能打造
简约的乡村民宿、研学点，又能引进上海泰
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金波乡谋划高端民
宿集群产业等。

与之相对应的，白沙加大资源整合利用
和招商力度，以“成熟一个、打造一个”的方
式，将具有优质生态产品开发潜力的生态资
源推向市场，通过供需精准匹配，为社会资
本了解白沙资源开发条件和开发潜力、参与
生态产品开发提供便利和保障，让平台发挥

“四两拨千斤”作用。
这一特性也有助于引导企业和社会资

本参与国有闲置资产和农垦闲置资源的盘
活利用。据悉，白沙正不断丰富和完善生态
资源资产清单内容，全面收集登记全县各乡
镇、国有企业及利用乡村振兴资金建设项目
等闲置国有资产。计划推出入股参股、租赁
运营等多种方式，规范化管理58宗闲置国
有资产，引入专业第三方企业对新高峰村共
享农庄和白沙县养老服务中心等项目进行
品牌化管理和运营，引入企业在白准村打造
农耕研学基地等。

如果说招商引资是加速生态价值转换
的“催化剂”，绿色金融则称得上是撬动生态
资本、释放生态红利的杠杆。据白沙黎族自
治县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长期以来，农林
旅等产业经营主体由于生产经营资料难以
获得银行授信融资，造成企业资源沉淀，投
资乏力，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白沙两山平台
自成立以来，就针对这一痛点，与商业银行
反复磋商，将银行端口有效融入两山平台金
融服务模块，开发“两山贷”“生态贷”等金融
产品，为经营主体解决融资难题。

“零抵押、无担保，只要通过生态价值核
算量，就可以拿300亩的项目争取50万元
贷款。”今年8月，白沙立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靠着这场“及时雨”，缓解资金周转困难的
燃眉之急，还扩种了百余亩新品红托竹荪。
截至目前，该企业已在白沙青松乡打造各类
菌菇种植基地近8000亩，参与项目的村集
体可按协议获得分红，周边村民每年预计还
可从中挣得1300万元务工费。

生态价值实现的场所，并不在车水马
龙、霓虹灯闪烁的大都市，而在远离烟火、
地处偏远的深山中。因此，在完善投融资
等软服务的同时，白沙还对标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建设要求，积极推动白沙至什
运高速公路建设、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
游公路建设；完善林区道路、供电、饮水、防
火、管护站点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发展
提供便利。

“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银山。”实
现两山平台这一目标，落脚点就在产品，
具体地说，是生态资源的产品化。

其中，有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农产
品：清新爽口的绿茶、浓郁醇厚的咖啡、酸
甜多汁的红心橙……如今，他们有了一个
共同的名称“白沙良食”——近年来，白沙
聚焦热带雨林，做优生态农业，并将一系
列标志性的产品，如白沙绿茶、白沙咖啡、
白沙百香果、白沙地瓜、白沙蜂蜜、白沙红
心橙、白沙山兰米、白沙紫玉淮山等，纳入

“白沙良食”区域公用品牌的阵容当中。
并以“白沙良食”作为“两山”转化先行先
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一大抓手，依托两
山平台加强公用品牌管理，建设“白沙良
食”区域公用品牌数字化平台。

截至目前，白沙成功申报19个农产品
“三品一标”资质认证，“白沙山兰米”被纳
入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名录，形成生
态优势鲜明、黎苗文化特色浓郁的特色品
牌形象，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知名度，提高
销售率，实现“点绿成金”。

循着这一思路，白沙两山平台还“上
架”了牙叉镇金线莲产业、金波乡生态循环
农业、金波乡闲置厂房、牙叉镇茶博园、南
开乡大叶茶等产品。据白沙黎族自治县政
府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县计划发挥两山平
台的桥梁纽带作用，实现政府牵手企业，带
动村集体发展林下经济；另外，做好油茶产
业规划，推动油茶产业入图落地，充分利用
橡胶林“宽行窄株”良种良法种植模式优
势，加强油茶种苗优选、油茶种植技术培训
和油茶加工产业发展，推动白沙油茶产业
面积扩大、链条延伸、效益提高。

更长远地看，白沙计划以两山平台为
载体，强化对生态资源的整合配置、开发运
营，探索打造“一二三产”联动发展的健康
经济。在一产上，以发展精致农业、智慧农
业为目标，打造有机茶、牛油果、红心橙等
绿色有机、高质高效的农业产业；在二产
上，做好南药、黎药加工和产品研发，以及
以绿色有机农产品、优质水资源为原料的
健康产品加工文章；在三产上，加快培育

“大健康+休闲旅居”康养体验、“大健康+大
自然”热带雨林体验、“大健康+民族地区”
黎苗文化体验、“大健康+中医药特色”南药
疗养体验、“大健康+健身养生”运动体验等
舒服养生的健康旅游业态，推动形成“一二
三”产联动发展的健康经济格局。

有的产品“看不见”，但价值实实在
在。森林碳汇就是其中之一。在产品开
发上，白沙已获得初步成效，推出首单海
南林业碳汇、全省首个茶叶碳标签、全省
首个将橡胶林纳入碳汇试点项目等。“我
们还要继续加强探索实践，既要加强技术
和模式创新，争取在‘两山’转化上实现更
多‘首单’经验；还要让‘首单’变成‘量
单’，让探索的‘盆景’变成成果的‘森
林’。”白沙黎族自治县委主要负责人说。

（撰文/曾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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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龙江地区，工作人员搬运采摘红心橙。
阮琛 摄

白沙青松乡白沙青松乡。。 武昊武昊 摄摄

白沙原生态茶园小镇的万亩茶园基地里，
茶农在采摘早春茶。 方山 摄

在白沙荣邦乡俄朗村百香果基地，种植户
采摘百香果。 方山 摄

牙叉镇南仲六队种植基地，村民
捧着采挖的虎奶菇。 丰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