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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谋划、系统推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标杆

三亚：青山绿水暖人心

三亚湾畔，洁白的沙滩绵延，海面碧波粼粼。
岸边游人如织，或拍照留念，或亲子赶海，尽情畅
享滨海风光。在游客陈琪看来，三亚湾的魅力藏
在清澈湛蓝的海水、干净绵软的沙滩上。

水清滩净的背后，离不开三亚持续开展海湾
陆海污染防治、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等工
作。该市通过入海排放口整治、排查雨污水管网
并实施雨污分流、加强船舶污染物监管等方式，统
筹推动陆源污染治理，全力呵护这湾碧海。去年，
三亚湾入选第二批全国12个美丽海湾优秀案例。

近年来，三亚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多元化路径，取得了积极成效，生态保护带来的变
化愈益明显，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和生
态环境“高颜值”协同并进，做活“两山”转化，让百
姓在“两山”转化实践中受益。

生活污水直排、河道内水草垃圾漂浮，黑色的
河水散发难闻的味道，这是大茅河过去的模样；碧
水潺潺、草木茂盛，白鹭栖息、鱼翔浅底，这是大茅
河如今的样子。变化来自于大茅河（远洋生态村
段）应急治理工程的实施，根据“原生态河道为主，
人工景观措施为辅”的治理理念，在完善防洪、排
涝、灌溉等功能系统的同时，既保护河道内生态的
多样性，也防止水土流失。大茅水流域综合治理
和开发利用入选海南省第一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典型案例。

此外，立足良好的水资源优势和生态环境，远
洋集团和大茅村共同打造的大茅远洋生态村，成
为海南省首个通过验收的共享农庄，吸引游人纷
至沓来。

把目光转向三亚西边的崖州区，在全面梳理
崖州区现状特征和建设条件的基础上，该区将以
创亮点、创实绩、创效益为导向，在现有“两山”转
化成果的基础上，大胆探索“两山”转化新路径，形
成一批有亮点、有创新、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打造
三亚崖州“两山”样板。去年，崖州区被生态环境
部正式授予第七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荣誉称号。

崖州区梅联社区，原是一个以渔业为主的临海
村庄，世代以渔业为生，过去因为缺乏有效引导，这
里的海滩边垃圾成堆，养殖场随处可见，环境污染
严重。近年来，梅联社区积极践行“生态美、产业
兴、百姓富”的发展思路，启动滨海地带生态修复工
程项目，修复海滩、绿化改造，积极打造具有渔家风
情的特色社区。同时立足乡土特征、地域特点和民
族特色，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因地制
宜打造乡村特色产业，吸引游客慕名而来。

如今，绿水青山不仅是展示生态三亚的名片，
更孕育出新的发展优势，培育出新的发展动能。
未来，三亚锚定全国一流生态环境质量目标，全面
开展美丽三亚建设，深入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不断满足
市民游客对三亚生态环境的美好需求。

（撰文/严玫）

生态是三亚的
优势，绿色是三亚的
底色。

近年来，三亚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紧
紧围绕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把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融入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科
学谋划、系统推进，
奋力打造生态文明
建设标杆，以高品质
生态环境支撑高质
量发展，努力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三亚。

一条条新机制、
一项项新制度、一个
个新举措……三亚
强化先行先试和改
革创新，由点及面，
由浅入深，不断破解
制约绿色发展的深
层次矛盾和问题，激
发生态保护内生动
力。近5年来，三亚
生态环境质量稳中
向好，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老百姓
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显著增强。

傍晚时分，家住南边海路的居民张婷换
上运动鞋，来到附近的小洲岛复绿公园慢
跑。这里毗邻大海，蔚蓝海景、礁石海岸和绿
植融为一体，亮丽的环境吸引市民游客纷至
沓来。用张婷的话说，三亚空气好、环境美，
锻炼身体有了更多的动力。

一组数据印证了张婷的说法。2023年，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99.7%，与
2019年同比提升1.1个百分点，其中优级天
数比例为87.7%，与2019年同比提升5.8个
百分点。PM2.5浓度为11微克/立方米，与
2019年同比下降3微克/立方米，与历史最佳
持平。

空气质量稳定向好，得益于持续不断的
治理。近年来，三亚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采取
标本兼治、防治结合的方式，统筹推进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集中解决大气污染突出问题，全
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蓝天保卫战成效显著。

2021年起，三亚实施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和联动机制、三亚市大气污染研判工作机制，
在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方面开
启了大气污染治理的“三亚模式”。三亚通过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从细处着手，向难处攻
坚，守护好蓝天白云。

近年来，三亚树牢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凝心聚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持续擦亮“生态底色”，实现生态环境“高
颜值”和经济发展“高质量”协同并进。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三亚创新“六
水共治+河湖长制”治理模式，成立市、区双
组长领导小组，组建八大流域组、八大专班，

加快推动“治水”走向“智水”，全方位保障水
环境质量有效提升。2023年，三亚市地表水
优良率、城镇内河（湖）、水功能区、城镇集中
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入海河流达标率等5
个水环境指标均为100%，三亚5个水环境指
标已连续三年100%。

稳步推进净土保卫战。三亚在国内率先
制定印发《三亚市净土保卫战实施方案
（2022—2024年）》。保障三亚“一住两公”用
地安全，建立“一住两公”敏感源地块监管会
商机制和用地变更调查评审机制；开展历史
遗留陈腐垃圾整治；加强海坡内河水系连通
工程所挖垃圾筛分处理，共筛分处理约15万
立方米；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建设了三亚
市循环经济产业园，显著提升了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能力。

家住三亚海棠区藤桥村的庞德仁拧开家
中的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喷涌而出；保亭三
道镇居民韦娟家门口有一片绿意葱茏的人工
湿地，她可以带着孙女散步消暑。

把庞德仁与韦娟联系到一起的是赤田水
库，他们同是赤田水库流域综合治理的受益
者。赤田水库地处三亚市海棠区，是该市饮用
水水源重地，但水资源量89%来源于保亭县。

近年来，三亚与保亭联合开展创新生态
补偿机制探索，以赤田水库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创新为试点，以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
核心，共同推动赤田水库流域综合治理，打造

“上游护水、下游补偿”“资源共享、成本共担、

合作共治、互利共赢”的共治共享格局，形成
全省领先的跨区域生态治理“赤田经验”，推
动流域生态不断向好，绿色惠民初见成效。

这是三亚以体制机制创新提升生态环境
保护“硬实力”的生动实践。在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中，三亚不断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内
生发展动力，形成各方面、各层级共同开展生
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的合力，推动环
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共进。

去年8月，三亚启动藤桥河流域保护性
开发“EOD（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项目，在全省首次把流
域治理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融通推进，推动

水质持续向好的同时，将有效解决生态环境
治理缺乏资金来源渠道、环境效益难以转化
为经济收益等问题。

近年来，三亚紧抓“制度建设年”行动契
机，不断加强各项制度的修订、完善和提升，
形成一批有益探索的“三亚经验”。目前，三
亚已颁布实施《三亚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领
导机构和工作机制》《三亚市各级党委、政府
及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三
亚市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三亚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
意见》等制度，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
系、提供优良的生态环境保障。

守护蓝天碧水净土 绘就群众幸福“底色”

探索体制机制创新 提升生态保护实力

探索“两山”转化路径
实现“绿”“富”共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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