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兴则百业兴。与塘北村不
同，位于澄迈县西南部仁兴镇美厚村
的乡村振兴之路则是别样风景，喜阴
的菌菇如今正在林下慢慢“生”金。

“仁兴是澄迈县林业面积最大、分
布最广的乡镇，仅靠单一的种植业，无
法为当地村提供良好的经济发展基
础。与其找寻其他突破口，不如将‘劣
势’变‘优势’，走出一条因地制宜且绿
色可持续的振兴之路。”仁兴镇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该村紧盯“产业发展薄
弱”短板，引进海南金麦穗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通过镇企合作模式运营，按照

“先试点、后拓展”的发展思路，带动村
民扩大种植。

林下种植食用菌项目不仅经济效
益好，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也很突出。
海南金麦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严献洪介绍，虎乳灵芝每年可种植
2轮，一亩林地一年利润可达3万元左
右。“林—菌”复合种植模式可增加林间
土壤微生物及有机质，有效改良土壤，
反哺橡胶树。此外，菌包生产的原材料
来自当地的秸秆、木屑、玉米芯等农业
废料，能有效解决当地农业废弃物问
题，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看着由自己亲手种下的菌包慢慢
长大，该村村民王大海告诉记者，村里
丰富的森林资源，如今已经成为村民
手里增收致富的“金饭碗”。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村里有
了产业支撑，再结合技术培训和学习，
积极帮助农户学习种植技术，通过这
种方式吸引青壮年劳动力回流，从而
提高乡村经济发展水平。”仁兴镇有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立足资源优
势，以良好的森林景观为依托，结合美
丽乡村建设，打造品牌生态旅游，全面
推动乡村振兴。

自乡村振兴取得新成效专项行动
开展以来，澄迈县不断聚焦乡村建设
突出短板，稳步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推
动实现村集体、村民“双增收”，让乡村
全面振兴成果“可感”更“可及”。

（本报金江12月21日电）

12月19日，
气温骤降，澄

迈县桥头镇玉包
村的渔民们匆匆赶

往码头开船出海。临
近中午，一艘艘渔船满
载而归。

玉包村是澄迈县较为典
型的临海村庄之一，村民世代靠

海吃海，渔业是村中的传统支柱产
业。同时，玉包村村民也有十多年
的深水养殖经验。

2019 年，玉包村依托地理优
势，结合群众意愿，采取“合作社+
村集体+农户”的模式，将扶持壮大
村集体产业发展资金投入澄迈玉
包深海网箱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
深海网箱养殖业，让村民享受固定
比例分红。

然而，这样的发展方式也存在
诸多短板，其中最凸显的是“造血”
能力不足。

“集体产业造血能力不足，主
要原因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专
业人才，导致产业经营、管理能力
较弱，自我发展能力较差。”澄迈县
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坦言，要让
村集体经济强起来，必须要将发展
模式从“输血式”转向“造血式”，其
中关键是要找准带头人。

在深耕深海网箱养殖路上，玉
包村党支部书记符文军是村里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作为村里深
海网箱养殖业领路人的他也在思
考：如何换个方式，让大家“吃”得
更饱、“吃”得更香。

随着我省加快推动渔业“往岸
上走，往深海走，往休闲渔业走”，
桥头镇在壮大村集体经济过程中，
开始按照“借外力、练内功”的思路
进行转型。

“今年，桥头镇 8 个村（社区）
联合成立澄迈玉包领航渔业有限
责任公司，由符文军作为带头人，
与玉包村养殖大户进行合作。”桥
头镇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产业带
头人的助力下，该镇整合资源，利
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扩大生产规
模，并以公司名义运营，不仅解决
了村集体经济经营能力缺乏的难
题，同时通过规范公司章程、议事
规则、财务管理制度等，逐步培养
本地管理和技术人员，打造出一
支带不走的深海网箱养殖业人才
队伍。

12月19日，位于澄迈县金江镇塘
北村的分布式光伏板引人注目，一侧
的LED显示屏上，更新着实时功率、装
机容量以及当日发电量等数据。

“真没想到，晒太阳也能挣钱。”村
民王川道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己是
光伏产业的支持者，也是受益者。“安
装光伏板不仅能‘唤醒’村中闲置的土
地资源，还能增加租地的收入，真是一
举多得。”

“塘北村的年轻人大多在外务工，村
中老龄化严重，光靠种植冬季瓜菜、水
稻，发展还是受限。”塘北村党支部书记
王世芳坦言，除了上述原因，村里土地较
少，也让该村乡村振兴发展受到制约。

地上掘金难，发展光伏产业是否
可行？为了验证这一思路的可行性，
塘北村党员干部曾前往省内多个市县
考察。

“光伏板投入运行后，将太阳能转
化为电能，村集体通过租赁收益和用
电优惠等合作模式，获得持续收入。”
王世芳说，经过考察并结合本村实际，
塘北村决定以“智慧光伏+”为切入点，
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在省纪委监委的大力支持下，国家
能源集团海南公司和海南农垦集团结
合塘北村资源禀赋，共同谋划推进，澄
迈县首个村级光伏发电项目应运而生。

随即，塘北村党支部联合乡村振
兴工作队，积极发动村民整合土地资
源，挖掘村中可建设光伏项目的场地
资源，整合土地面积达13.7万平方米，
分三期建设，至今一期项目已实现投
产，二期项目顺利开工。

“光伏发电具有污染小、见效快、
环保效益突出等特点，我们要充分抓
住绿色机遇，既要有‘钱景’，还要有

‘光景’。”省纪委监委派驻塘北村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驻村第一书记钟
宁告诉记者，下一步该村还将推动

“光伏+农业”发展，照亮塘北村乡村
振兴的“阳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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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渔船纷纷回港。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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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提升民众文明出行意识

本报讯 （记者高懿）近日，以“增强文化自
信 凝聚民族复兴力量”为主题的澄迈县2023年
乡村文化振兴文艺汇演（一镇一演）桥头镇专场
活动举行。澄迈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借助此次文
艺汇演机会积极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
回宣传活动。

节目表演期间，澄迈交警开展安全头盔佩
戴宣传，同时穿插有奖问答互动环节，让现场
群众深入了解交通安全知识。随后，宣传民警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分析讲解等方式，重
点宣传农村面包车违法载人，三轮车、农用车、
拖拉机违法载人，无证驾驶，骑乘摩托车不戴
安全头盔，酒驾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提
醒他们从中吸取教训，遵规守法驾驶，安全文
明出行。

据悉，此次宣讲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20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250余人次，受教育
人数达280余人，有力地提升辖区民众的遵纪
守法意识和文明出行意识。

澄迈将党校课堂
送下基层
提升党员干部能力素质

本报讯（记者高懿）日前，澄迈县“党校流
动课堂”送教下基层培训活动走进老城镇罗驿
村。截至目前，该系列活动已开展4场。

活动中，澄迈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县行政
学校校长陈青作基层党务工作专题培训，对基层
党建工作常见的重难点问题，结合党务基础知识
进行深入讲解，进一步强化党务工作者抓基层党
务工作的责任意识和能力水平，为高效推进基层
党组织和党支部标准化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据了解，为提升澄迈基层党员干部能力素
质，澄迈县委党校联合各党校分校开展 2023
年“党校流动课堂”送教下基层培训活动，围绕
该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紧贴基层党员干部
学习需求，安排党务基础工作、公职人员心理
调适、土地纠纷调解、家风建设等专题，为基层
党员干部提供理论、专业、实用培训，真正把党
校课堂搬到企业、社区、农村等基层一线和党
员身边。

澄迈出台
光伏发电产业发展方案
鼓励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本报金江12月21日电（记者高懿）12月 21
日，澄迈县发布《关于促进光伏发电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鼓励建
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通知》自 2024 年 1
月21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通知》指出，对于以 35 千伏及以下电压
等级接入电网，单个项目容量原则上不超过
50 千瓦的户用光伏电站、单个项目容量不超
过500千瓦的村级光伏电站、单个项目容量不
超过 2万千瓦的固定建（构）筑物屋顶分布式
光伏电站和整村推进的复合型分布式光伏电
站，不受并网指标限制，项目进行线上备案后
实施，涉及占用地面的严格按照规划用地性质
管控，不得占用耕地。

《通知》明确，推进光伏示范村建设，支持群
众意愿较高、基础条件较好的村庄结合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整村分布式光伏，鼓励建设太阳能路
灯、屋顶光伏等设施，并利用公交站台、凉亭、大
棚等设施上方空间铺设光伏板，充分利用村庄建
设用地空间，鼓励各村集体在屋顶租赁、土地租
赁等方面予以企业支持，对投资规模达1000万
以上的村庄给予“光伏示范村”荣誉称号。

此外，该《通知》提出，探索光伏区域电力
交易。允许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向同一变电
台区的符合政策和条件的电力用户直接售电，
电价由供用电双方协商，签订能源服务协议，
电网企业负责输电和电费结算，光伏发电项目
应对就近用电用户予以电价优惠。

澄迈利用学习平台
普及消防知识
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识

本报讯（记者高懿）为进一步加强师生消
防安全教育工作，近日，澄迈消防救援大队组
织宣讲人员深入海南省技师学院，组织师生通
过全民消防学习平台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学习，
扩大消防安全知识的普及面。

澄迈消防主动对接技师学院，依托全民消
防学习平台通过“打卡”方式，推动师生们“足
不出户”在线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倡导学生利
用居家空档时间，在家长陪同下了解全民消防
学习平台丰富的学习内容和典型的火灾案例，
认识如何正确预防家庭火灾，并在日常生活中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时刻注意消防安全，有效预
防火灾事故的发生。同时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
消防知识竞赛检验学习成果，发动学生及家长
开展家庭隐患自查，查找身边火灾隐患并积极
消除，切实提高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

此次线上学习活动，旨在让师生了解更多消
防常识及防灾自救方法，进一步提高消防安全意
识，同时营造全民学习消防知识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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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0 日，走
在澄迈县永发镇赛玉
村环村路上，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一片郁郁
葱葱的菜园。

“荒草变菜园，村
庄大变样。”菜园里，
村民王海珠摆弄着刚
种上的菜苗说，村里
不仅统一提供种子、
围栏和围网，还帮忙
联系帮扶单位签下订
单，如今大伙儿种菜
不愁卖不掉。

富口袋，也要富
“脑袋”。随着澄迈县
推进乡村振兴取得新
成效专项行动的不断
深入，该县通过聚焦
产业攻关，将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作为抓
基层强基础、实现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不断提升村集体造血
能力，激发群众内生
动力，绘出了一幅幅
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 本报记者 高懿

“来，先坐着喝杯咖啡，咱们慢
慢聊。”近日，澄迈县福山镇和气福
厚警民调解室内，在福山派出所副
所长王锡昌的调解下，当事人曾先
生与冯先生的情绪渐渐恢复平静，
愿意向彼此吐露心声。

曾先生与冯先生因修建围墙产
生矛盾已久，调解员曾多次组织双
方沟通，但效果甚微。

原来，双方的后院都建有围墙，

年久失修均有损毁，如今曾先生在
宅基地后院重新修建围墙，但是新
的围墙恰好挡住了冯先生旧围墙的
门口，冯先生便以其无法出入为由
阻拦曾先生施工。

“前些年，村里条件一般，大家都
是互相帮衬着过日子。如今各家生
活条件好了，更应该讲究和气。咱们
都各退一步，行不行？”经过一下午的
交涉，该事件的解决方案基本得到当
事双方的认可。随着事情迎刃而解，
当事人曾先生的脸上重展笑颜。

如今，公安民警在提升自身公
信力的同时，也在积极打通与大众
的对话渠道。

福山镇当地咖啡文化浓厚，不
仅有全国首个以咖啡为主题的文旅
小镇，也是当地有名的旅游胜地。

“将矛盾纠纷当事人请到调解
室，推动双方面对面倾听彼此心声，
了解邻里思想动态，努力将矛盾消
除在萌芽状态。”王锡昌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这是该所设置和气福厚警
民调解室的初衷。

开展这样的“咖啡警务”受益的
不仅仅是群众，也在倒逼民警不断
学习提升业务能力。

“一杯咖啡体现的是民警灵活
多变的调解方法。”澄迈县公安局福
山分局局长许志耀坦言，经过日常
培训和经验总结，如今民警不断优
化调解方式，引导当事人主动参与
调解，鼓励双方合理让步，找到双赢
的解决方案。

随着福山镇一批批矛盾纠纷被
及时化解，一件件百姓身边的“烦

心事”得以解决，法治化营商环境
也在进一步优化。据了解，自2021
年 8月至 2023 年 7月，福山派出所
共摸排各类矛盾纠纷 230 起，调解
成功率超过98%。近5年来未出现
因矛盾引起的“民转刑”“刑转命”
案件发生。

许志耀告诉记者，下一步，福山
派出所将继续积极探索多元化解矛
盾纠纷的方式，最大限度将矛盾纠
纷化解在基层。

（本报金江12月21日电）

澄迈县福山派出所创新矛盾纠纷调解方式——

“调”出基层治理好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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