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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少洪：好看能当饭吃？博后
村的实践证明，“好看”，真能给村民
们带来实打实的好处。

我们村是一个3800多人的黎
族聚居村庄，毗邻亚龙湾、玫瑰谷景
区，游客资源充足。但在过去，开车
到亚龙湾旅游的人，从博后村村头
排到村尾，就是不进村，村民们只能
在路边卖椰子。说起原因，是基础
设施不完善。2017年，村里痛定思
痛，借着建设美丽乡村的契机，开展
了一场人居环境专项整治行动，通
过铺设村污水管道、修建宽敞平整
的水泥路、拆掉围墙和猪圈等行动，
让村子实现了美丽蝶变。2018年，
博后村被评为海南省五星级美丽乡
村，进村的游客越来越多，民宿业发
展越来越红火。

现在，村内整洁宽敞的道路两
旁绿树成荫，或清新简约，或复古幽
静的民宿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产业
发展带动村民增收，博后村的人均
年收入从十年前的几千元提升到了
现在3万多元。

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建设和美乡村200个”，这是个好消
息。海南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丰
富的旅游资源，伴随着和美乡村的
建设，海南的旅游资源将进一步释
放，更多“有颜值有内涵”的美丽乡
村会“火出圈”。

当然，乡村建设既要有“面子”
又要有“里子”。建设中，一定要维
护好生态底色。对乡村旅游来讲，
良好的生态既是资源又是环境，既
是条件又是保障，要加强治污减排
与环境整治，强化村民自治，让村民
演好“主角”唱好戏。此外，要坚持
地域特色，推动生态旅游特色化、品
牌化、差异化发展，不断丰富游玩项
目，增强目的地的旅游吸引力和旅
游体验感。

代表委员聚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建设和美乡村“海南样板”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琼州大地处处展现乡村新图景。
过去一年，海南乡村振兴扎实推进，脱贫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12.4%，全面完成农村危房改造，认定省级共享农庄16家，新建美丽乡村100个……不

断深入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满足了老百姓对建设美丽家园、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景和期盼。
省两会期间，海南日报记者邀请省人大代表、琼海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华涛，省政协委员、五指山市副市长肖爱劭，以及列席会议的住琼全国人大代表，

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苏少洪，围绕建设和美乡村“海南样板”，谈感受、说计划。

主持人：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更快
步伐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包括促进农业高
质高效、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促进乡村建设
治理水平提升3个方面。请问，过去一年琼
海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上有什么收获？今
年有哪些打算？

王华涛：农村美不美，关乎百姓的“幸福
值”，也是乡村振兴的“试金石”。向“美”而
行，全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琼海抓长久、长
久抓。

过去一年，我们以服务保障博鳌亚洲论
坛2023年年会为重点，完成制定《琼海市服务
与利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美丽乡村建
设工作实施方案》，对博鳌留客村、莫村二期、
沙美村、南强村和中原仙寨村、潭门排港村、
嘉积北仍村、大路镇世界热带水果之窗等8个
美丽乡村会客厅改造升级，向世界展示琼海
之美。

坐落在万泉河畔的留客村，距离博鳌亚
洲论坛永久会址仅4公里。如今，完成第一期
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后，新妆归来，可谓是处处
美景皆留客，累计吸引15万人次前来打卡。
环境变好，游客多了，村民的腰包也鼓了，不
少在外打工的本地人纷纷回归家乡，过上了

“宜居宜业幸福至、和美乡村在身边”的日子。
此外，我们还投入1800万元建设大路镇

美丽乡村群落和博鳌镇汀洲村、龙潭村，塔洋
镇三足园村、龙江镇儒林沟村等9个生态宜居
美丽乡村，持续提升村容村貌，改善村庄公共
环境，让老百姓住得舒坦。

农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近年来，我们
重点推动农产品品牌建设，已将琼海胡椒、琼
海油茶、琼海东风螺、琼海石斑鱼、琼海番石
榴和琼海椰雕6个农产品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申报地理商标登记证明，“万泉丹露”已申报
绿色食品认证，“热果王手指柠檬”“北仍山山
柚油”已获得“海南鲜品”农产品品牌，“北仍
山山柚油”已获得海南省农业企业品牌。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建成高标准农田
20万亩”“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这让我们很受
鼓舞。过去两年，我们探索成立农民互助合
作社，实现生产与市场的对接，最大程度上缩
短消费者与农户之间的距离，降低了种植成
本，增加了村民收入，效果良好。目前，琼海
市已组建农民互助合作社200多个，通过发挥
社员间的抱团管理、购买、销售、技术、生产等
功能，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目标逐步实现。

和美乡村，和气很重要。下一步，我们将
进一步提高站位，在乡村治理上下足功夫，持
续巩固村级组织“清单化手册制”改革工作成
果，充分发挥自治、法治、德治的作用，切实提
高全市村级组织公务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
奋力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琼海农村新场景。

主持人：产业兴，百姓富。要做到省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必须发挥产业拉动作用。近年来，
五指山让海南大叶茶成为助农富农的

“金叶子”，您对此有何感受？

肖爱劭：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五指山市考察，在水满乡毛纳村走
进村民王柏和、王菊茹夫妻俩经营的手
工茶坊参与炒茶劳动，并买下两袋茶叶，
勉励他们“把茶叶经营好，把日子过得更
红火”。牢记嘱托，五指山市高标准制定
《五指山热带雨林大叶茶团体标准》，推
动五指山市茶产业向好向精发展。截至
2023年12月，全市茶叶播种面积1.2万
亩，较上年年底增长22.8%，产量450余
吨，同比增长53.3%。

过去，毛纳村这座黎村交通闭塞、山
多地少，村民炒茶都是自己喝，哪儿能想
到还能拿去卖钱呢？要销售，就要改变
毛纳村茶叶生产原来粗放的方式，最直
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行标准化，这一
点我们态度坚决。为此，我率队赴福建
省武夷山市、福鼎市以及省内的白沙黎
族自治县考察调研，学习茶产业标准化
建设、品牌建设等方面的先进发展经验；
省市场监管局也非常支持，打造“标准
化+生态文明乡村”毛纳样板，把质量基
础设施工作站设在村里，并成立标准化
技术服务队，派驻服务专员帮助和指导
当地政府部门解决标准化工作中遇到的
各种问题。在标准化技术服务队的帮助
下，村里编制了3项团体标准，从育种育
苗、种植、采摘、分级、加工，到包装储运、
宣传营销等各环节，全链条进行规范和
保护，确保产品质量和用户满意度。

根据最新数据，2023 年仅茶青一
项，毛纳村便收入276万元，村里每户都
有自己的茶山茶园，村民守住了“金叶
子”，过上了好日子。特别是，海南成功
申请了“海南雨林大叶茶”区域公用品
牌，制定了《海南雨林大叶茶区域公共品
牌使用管理办法》，将进一步做优做强茶
产业。五指山的优秀茶企业被授予使用
公共品牌，必将促进五指山茶叶产品增
值、农民增收。

下一步，我们希望海南加大对“海南
雨林大叶茶”公共品牌的保护力度，依
托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建设“海南雨
林大叶茶”公共品牌品质保证系统总控
平台，将海南雨林大叶茶的茶园、茶青
产量纳入平台管理，强化“一品一码”溯
源管理，为消费者构建从田头到餐桌的
全过程可追溯体系，严格把好公共品牌
产品关口，助力“茶叶出海新丝路”建
设，使“海南雨林大叶茶”成为海南自贸
港一张靓丽的“新名片”。

主持人：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大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清洁乡村 2000 个，建设和美乡村
200 个”。博后村是远近闻名的“网
红村”，靠着美丽环境吃上了“旅游
饭”。你对此有何感受？有何经验
建议？ 脱贫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 12.4%，全面完成农村危房改造

新认定“两品一标”农产品 18个

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产业强镇各1个

新增深远海养殖水体30万立方米，休闲渔业产值增长90%

认定省级共享农庄 16家

新建美丽乡村 100个

“村VA”“村BA”等群众运动“火出圈”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高出全国21.3个百分点

回望2023年：

乡村振兴扎实推进

展望2024年：

更快步伐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数读
海南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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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建成高标准农田20万亩

划定200万亩标准化胶园

加强热带优异果蔬开发利用

梯次培育 17个农业重点产业链

一产增加值增长5%以上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深化农村“三块地”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创建年收益50万元以上集体经济强村 100个

培育农村劳务带头人、致富能人、乡村匠人“三支队伍”800人

促进乡村建设治理水平提升

创建“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1-2个
新增农村规模化供水覆盖人口 10万人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过80%
70%以上行政村（居）建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屋（亭）

大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清洁乡村2000个，建设和美乡村2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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