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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儋州段，驱车
慢行，听取蛙声一片。

蛙从哪来？路面之下，一条全长
22.5米，宽、高均为2米的涵洞，正是一
条专门留给两栖动物通行的生态通
道。“建设‘蛙行道’，施工费用增加30
多万元。”在项目施工方相关负责人王
健看来，这笔钱“花得值”。

生态优先，见于细微。
停工96天只为不惊扰栗喉蜂虎的

繁衍生息，放弃绝佳选址只为避开黑
脸琵鹭栖息地，多花50多万元只为给
一棵古树让路，改变大桥跨径只为守
护花鳗鲡的“回家路”……

一只蛙或一只鸟，一棵树或一条
鱼，发生在这条路上的一个个绿色抉
择，反复揭示着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不
是矛盾对立，而是辩证统一。

海南靠优良生态环境吃饭。保护
好生态环境，是海南守好“饭碗”的现
实所需。从项目建设到养殖种植，从
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如今在海南，越
来越多人正积细微之力，护只此青绿。

在陵水，“渔十代”郭玉光响应号
召退塘还湿，丢掉渔网端起“旅游饭”；

在霸王岭，护林员王进强日复一
日地种下新苗，只为让海南长臂猿住
得更宽敞；

在三亚，潜水教练李波几乎每个
月都会专门留出时间，潜至海底捡拾
垃圾……

积水成渊，聚沙成塔。来自省生
态环境厅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省优
良天数比例和包括PM2.5在内的五项
污染物浓度守住历史最好水平，地表
水水质优良比例达95.9%、近岸海域水
质优良比例达99.66%。

我省持续纵深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激发绿色发展新动能

绿水青山有“颜”亦有“值”

■ 本报记者 刘宁玥

2024年6月4日清晨，在位于海南
鹦哥岭的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革新村
野生大叶茶育苗基地，基地负责人、该村
党支部副书记符永进弓着腰走进苗圃，
仔细察看茎秆高度、叶片状态，然后拎起
水管轻柔地喷洒浇灌。

“今年我带头育了10万株苗，长势
不错，预计9—10月就能出圃了，能赚20
万元左右。”符永进高兴地说，由于他选
用当地野生大叶茶树掉落的成熟茶果来
育苗，成本投入少、育苗难度低，收益也
较为可观。近1年来，当地50多户村民
靠着培育茶苗，赚了将近120万元。

据初步统计，白沙境内拥有野生大
叶茶15万株，其中10万多株在南开乡。
以前，除了周边村民用其制作凉茶外，这
一珍贵的“宝藏”并不为外人所知。近些
年来，白沙有关部门联合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管理局、科研院校开展了资源
清查、确权登记、收储评估等各项工作，
并借助白沙生态资源资产运行平台（以
下简称“两山平台”）谋划推动野生大叶
茶产业链发展，让一片片“绿叶”变成了
致富“金叶”。

通过在“两山平台”推出生态资源产

品——南开乡大叶茶种植项目，南开乡
政府与海南白沙农场集团有限公司“牵
手”培育野生大叶茶种苗，于2023年底
完成首批育苗合作，让符永进等农户首
次尝到野生大叶茶产业的甜头。

如今，该企业还将种苗分发给村民
种植，收购村民采摘的茶青，带动林下经
济发展。当天下午，海南日报记者走进
革新村村民的橡胶林，只见齐腰高的野
生大叶茶树栽满了山坡，一些农户正在
对其修剪枝叶，做好管护。

“夏天橡胶林茂密，茶树静静休养；
等冬季橡胶树落叶后，我们就采摘茶青，
用于制作早春茶。”革新村老人符亚玉自
学制茶，成立了全村首个手工茶作坊，吸
引全省乃至北京、上海等地的茶叶爱好
者慕名而来。

像野生大叶茶这样的生态产业致富
故事，正在白沙各地上演。白沙依托“两
山平台”，整合提升零碎资源，将“山水林
田茶药花”等自然资源打造成生态产品
推向市场，筹划形成了电商产业园、国家
南方训练基地、白沙原生态茶园小镇等
31个招商项目，引入社会资本开发如山
兰稻等生态产业，并通过开发生态金融
产品，推动菌菇种植等林下经济发展。

（本报牙叉6月4日电）

■ 本报记者 陈子仪

6月4日清晨，太阳光柔柔地铺满
东屿岛，屋顶上一片片深蓝色的光伏
板被依次唤醒，源源不断的绿色能源
也随之而来。

博鳌近零碳示范区，这个位于博
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的我国首个近零
碳示范区，开始了全新的一天。

早上7时许，位于东屿岛西部的
栈道已经有了不少晨跑的人。这条长
2.2公里的栈道沿河修建，一侧是风景
如画的万泉河水，一侧是错落有致的
森林公园，是不少市民游客运动休憩
的好去处。

早上11时许，在博鳌亚洲论坛
大酒店的厨房里，厨师长刘苏熟练地
打开电炉，舀了一些油加入锅内，开
始制作当天的午餐。“跟以往用燃气
灶相比，油烟味少很多，使用更加方

便、环保。”刘苏说。
目前，东屿岛上的所有酒店厨房

都进行了电气化改造，厨房电气炉灶
的最高功率可达35千瓦，并且有调温
度器，厨师操作时可调试温度。刘苏
告诉记者，电气炉灶具有能效高、加热
快等优点，并避免了燃气泄漏等风险。

中午1时许，气温逐渐升高，尽管户
外阳光刺眼，但酒店的房间里空气干
燥、气温舒适，不少客人正在休憩放松。

这样舒适的环境得益于博鳌近零
碳示范区增设了智能灯控、空气质量
检测与发布、建筑设备监控、智能客房
和能源管理等多套智能系统。这些系
统全时段连接着东屿岛上所有制冷设
备，并监测酒店、客房、会议中心等重
点场所的空气质量。当空气质量及温
湿度不达标时，集成系统会连锁开启
新风机组及空调制冷机组等相关空气
处理设备，在实现节能降耗的同时提

升室内空气质量和体感舒适度。
傍晚5时许，在东屿岛的西面，形

如四个“大斗笠”的驿站——椰林聚落
成为了市民游客的好去处。这个竹制
驿站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海南传统斗
笠，应用了高性能、环保的竹钢作为骨
架，镂空的建筑形态促进空气流通，在
林间搭起了一片阴凉之地。

在斗笠的顶上，覆盖着一片片“正
方形鳞片”。这些“鳞片”是为了这个
驿站特别定制设计的太阳能光伏发电
板，总计1518块。与常见的黑色不透
光发电板不同，它的透光率达20%，既
能保障驿站内部光线充足，同时又能
为驿站内部供电。

夜幕降临，在三江入海口的观景台
上，灯带亮起来了，白日里熙熙攘攘的东
屿岛恢复了宁静。在这里，垃圾可回收、
厨房不油烟、屋顶能发电成了东屿岛的
新生活方式。 （本报博鳌6月4日电）

博鳌近零碳示范区

为碳“归零”新生活

白沙

雨林深处有茶香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12微克/立方米，
这是如今海南的细颗
粒物（PM2.5）浓度，
达历史最优。

273.6 吨/公顷，
这是海南岛近岸海
域红树林的平均碳
储量，为全国最高。

纵 向 看、横 向
比，一低一高两个
“最”，折射出海南生
态之优。

良好的生态环
境是海南最强优势
和最大本钱，必须倍
加珍惜、精心呵护。
以更大的力度推进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建设，近年来，海
南协同推进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加快
推动发展方式绿色
低碳转型，奋力谱写
新时代美丽中国海
南篇章。

59.39亿元！去年，《崖州湾科技城生
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报告》出炉。
以2020年全年为基准，经测算，该园区生
态系统生产总值为59.39亿元，这也是海
南首份园区GEP核算生态价值报告单。

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连续4年开
展GEP核算，到三亚、琼海、陵水等市县陆
续开展市县级GEP核算，再到以园区为核
算单元，近年来，海南积极探索构建生态
产品价值评价体系，越来越多绿水青山的
价值得以量化。

生态有价，可变现，可交易。
五指山脚下，水满乡毛纳村，老茶农

王柏和精心管护着40余亩生态茶园。“生
态越好，我们种出来的大叶茶品质越好。”
王柏和说，如今，他平均每天卖茶就能有
近500元收入，茶叶真正成了致富“金叶”。

点“绿”成“金”，做活的不仅是“茶文
章”。

昌江王下乡等地发展生态旅游，让风
景变“钱景”；白沙细水乡等地种植碳汇
林，当起“卖碳翁”；三亚、保亭等地探索

“上游护水，下游补偿”的生态补偿机制；
创建茶叶碳标签产品，开展酒店“生态价”
试点……

如何将“山水经”转换为“致富经”？
海南在实践中持续探索答案。

目前，我省13个“两山”转化试点取得
阶段性成果，并发布一批全省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正持续拓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
化通道，让好环境成为好产品，
好风景变为新经济。

（本报海口6月4日讯）

撑开一张大网，撒下、收紧。每到捕鱼时
节，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渔民廖生利都会不
断重复这套动作。一网下去，渔获不少，但也常
常会夹杂些塑料瓶或塑料袋。

“如果把这些垃圾抛回海中，也许下一次
还会回到自己的网中。”廖生利说。

这两年，他和当地的其他渔民早已形成习
惯：将海洋垃圾打捞分拣，等到上岸后交由环卫
工人进行分类。称重登记，获得一定积分后，即
可兑换相应生活用品。

从昌江到三亚再到更多市县，如今在海南，
既捕鱼又“捕垃圾”的渔民越来越多。这一“渔
船打捞垃圾”海洋垃圾多元共治模式，也入选生
态环境部制度创新清单，向全国推广。

学有榜样，干有示范。放眼全省，生态文明
建设纵深推进，创新示范“多点开花”。

持续推动标志性工程落地——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公布实

施，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78.5%，新能源汽车在
新增车辆中占比超50%，可降解塑料制品替代
率达80.2%，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比例
超70%，“六水共治”取得积极成效，博鳌近零碳
示范区运行启动。

“蓝碳”工作实现新突破——
摸清海南红树林、海草床等蓝碳生态系统

碳汇本底，实现全省首个自主研发方法学下的
碳汇项目开发、备案和交易，搭建全省首个蓝碳
通量观测系统和蓝碳数据平台，建设海洋牧场
渔业碳汇示范基地，推动蓝碳国际合作走深走
实。

应对气候变化呈现新亮点——
印发《海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海南省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2035》，出台
《海南省碳普惠管理办法（试行）》，搭建碳普惠
应用平台，完成步行、新能源汽车驾驶、“一网通
办”零跑动等5种低碳试点场景信息化建设。

一次次探索实践，不断夯实“绿色”之基，也让
美丽海南更加可感可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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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8日，栖息在海南大
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海南坡鹿。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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