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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怀宇会见
泰国宋卡府府尹一行

本报讯 8月14日，副省长陈怀宇在海口会
见泰国宋卡府府尹颂纳·蓬乔（Somnuk Prom-
keaw）一行。 （鲍讯）

本报文城8月14日电（海南日
报全媒体记者孙慧 刘梦晓）海南日
报全媒体记者8月14日从海南铜鼓
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获悉，该
保护区近期启动动物资源调查工作，
新发现了13种动物物种，刷新了保
护区物种名录。

据介绍，该保护区协同省环境
科学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对保护区全面、系统地开展动物资
源调查工作，近日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截至目前，调查人员首次在保
护区内发现翻石鹬、橙头地鸫、鳞头
树莺、巨嘴柳莺、白腹鹞、赤腹鹰、白
斑军舰鸟、彩鹬8种鸟类动物，以及
海南尖喙蛇、哀鳞趾虎、半叶趾虎、
古氏草蜥、紫沙蛇5种爬行类动物，
均为保护区首次记录。

调查人员目前已发现保护区新
记录物种13种，包括鸟类8种，爬行
类5种，其中翻石鹬、白腹鹞、赤腹
鹰、白斑军舰鸟为国家Ⅱ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其他物种均被列入《有重
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
动物名录》。

海南铜鼓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陆域面积仅8.45平方公里，但是有

效保护了海南岛最北缘的热带滨海
雨林生态系统，为众多野生动植物
提供了宝贵的生境，使它们得以繁
衍生息。截至2023年底，该保护区
调查监测到两栖动物 1 目 4 科 20
种，爬行动物2目8科33种，鸟类16
目46科176种，哺乳动物8目16科
34种。

海南铜鼓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处主任杨众养介绍，预计此次动
物资源调查工作将持续到今年10月
底，该保护区的物种新记录可能持续
更新。物种新记录的不断涌现，表明
铜鼓岭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成
效显著。接下来保护区将继续深入
开展调查工作，全面摸清保护区野生
动物分布情况，进一步完善保护区野
生动物的基础数据。

海南铜鼓岭发现13种新记录物种
包括鸟类8种，爬行类5种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谢凯

8月 14日清晨，五指山市水满
乡，云雾在山腰的一垄垄大叶茶树
间缠绕，周边雨林郁郁葱葱，绿色山
川秀美画卷映入眼帘。

“每一棵树、每一片林都纳入严
格监控范围，只要发现有违规种植，
每天巡护的生态护林员都会通过

‘智慧林业’平台报告，林业和执法
部门就会及时介入处理。”五指山市
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局）局长张圣告
诉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近年来，五指山一步一个脚印，
扎实推进各项生态制度建设。林长
制、河湖长制、田长制等制度严格落

实，创新“林长+公安局局长+检察
长”协作机制，运用“智慧林业”平台
和“钉盯执法”实现生态环境的全天
候监管，形成生态保护合力。

完善体制机制才能提高保护效
果。五指山市制定实施《五指山市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规划
（2021—2025）》，针对全市37个创
建考核指标，细化具体工作落实措
施；同时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将生
态文明建设工作作为重点考核内
容，占比达党政实绩考核的20%。

“环境保护好，我们才有钱赚。”
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生态护林员
王进友除护林收入、农活收入外，每
年还有一笔生态补偿款。

为保护好这片好环境，2014年
以来，五指山实施生态直补机制，每
年安排资金2000余万元，通过直补
方式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农民给予
每人每年500元资金补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五指
山依靠良好自然生态，大力发展生
态经济，走好特色富民之路。

游客莫美惠已经不是第一次游
玩五指山，但今年来五指山，她感
觉玩法变了，“这里很多地方建起
了漂亮的民宿，有趣的文旅产品层
出不穷，一些旅游基础设施还进行
了升级。”

近年来，五指山打雨林牌、吃生
态饭，形成了“雨林+”的绿色发展新

格局。比如，依托热带雨林优质生
态环境，积极推进“雨林+体育”“雨
林+文化”“雨林+农业”等产业深度
融合升级发展，成功举办了“雨林与
您”体验活动、雨林精灵时装秀、雨
林红叶节等几十场特色雨林文化活
动和特色体育赛事，研究开发热带
雨林“森”呼吸路线、“红+绿”旅游路
线、峡谷漂流路线等旅游精品路线
及“山海联动”等过夜游旅游产品。
2023 年 ，五 指 山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21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50.3%；实
现旅游总收入14.8亿元，同比增长
38.4%。

做强旅游经济的同时，五指山
也全方位培育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当地制定出台林下经济发展指南，
种植益智4.6万亩、茶叶1万多亩、
油茶1.5万亩；打造番阳、毛阳青瓜，
水满五指山红茶等7个特色产业优
势区，五指山红茶、五指山五脚猪、
五指山蜘蛛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
认证。

此外，五指山还依托“名医+气
候”优势大力发展医养康养产业。
目前已通过省市共建的模式建设
海南省胡大一心脏中心、海南省
凌锋神经医学中心，“两大中心”
填补了我省中部地区心脑学科技
术空白，一些疗养人群亦慕名前
来康养疗养。

（本报五指山8月14日电）

五指山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当地村民说——

“环境保护好，我们才有钱赚”

关注五指山“生态文学周”

本报五指山 8月 14日电（海南
日报全媒体记者谢凯）作为五指山

“生态文学周”系列预热活动之一，
8月 13日下午，首届《五指山》文学
奖和五指山“黎苗韵杯”文学大赛
颁奖典礼在五指山市举行。6 名

作家、诗人获首届《五指山》文学
奖，26 名作家、文学爱好者获五指
山市首届“黎苗韵杯”文学大赛各
奖项。

首届《五指山》文学奖评选的范
围为 2023—2024 年在《五指山》刊

物上发表的小说、散文、诗歌（组
诗）等文学作品，设置有小说奖、散
文奖、诗歌奖三大奖项，共有6名作
家、诗人获奖。其中，李乔飞的长
篇小说《三亚蓝湾之恋》、麦碧的短
篇小说《吃酒》获得小说奖；高照清
的散文《村寨的树》、何卫东的散文
《穿越大林莽》获得散文奖；谢言的
组诗《谢言的诗》、刘国昌的组诗

《风的样子》获得诗歌奖。本届《五
指山》文学奖还增设特别奖，授予
曾为《五指山》杂志作出突出成绩
的编辑人员和重要老作家王海（黎
族）、龙敏（黎族）、陈运震、罗灯光、
郭小东、倪俊宇等 6人。典礼同时
为五指山市首届“黎苗韵杯”文学
大赛26名获奖者颁奖，并为五指山
市作家协会奥义营地生态文学创

作交流基地揭牌。
据悉，2024 年，五指山市创设

首届《五指山》文学奖，是目前海南
省首创的县市级文学奖。

五指山市文联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团结引导广大本土作家立足
海南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多出
精品力作，努力推动海南民族文学
繁荣发展。

首届《五指山》文学奖颁奖典礼举行

鼓励少数民族作家多出文学精品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海南日
报全媒体记者黎鹏）8月14日，由省
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的2024年海南
环保世纪行活动正式启动。

2024年海南环保世纪行活动围
绕南渡江生态环境保护，以“同饮一
江水，共护母亲河”为主题，结合全国
生态日宣传，组织省内主要媒体，通

过宣传贯彻实施《海南省南渡江生态
环境保护规定》经验做法，曝光存在
的典型问题，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的
认识和参与度，促进全社会形成保护
海南“母亲河”的浓厚氛围，共同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

当天，采访组先后前往澄迈、
定安两地，现场查看南渡江沿岸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打击非法采砂及
生态修复、水浮莲治理、沿岸河道
和坡岸治理、水土保持、农村（连片
村庄）环境综合治理、雨污合流直
排入河整改情况等，了解到县政府
和相关部门围绕南渡江生态环境
保护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结合《规定》来看，在南渡江

水环境治理、水源地保护和农村污
水处理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短板
和弱项。

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负责人
表示，南渡江是海南第一大河流，保
护好南渡江流域生态环境对于海南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具有重要
意义。各市县和相关部门要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
焦存在问题精准发力，不折不扣完成
各项整改整治任务，推动南渡江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15日，采访组还将在海口实地
查看河岸生态修复、大坝枢纽改造、
湿地公园保护等情况。

2024年海南环保世纪行启动
推动南渡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最高资助100万元

海南支持举办
人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邱江华）近日，
省科协、省委人才发展局印发《海南省人才国际学
术交流活动资助办法（试行）》，明确将以资助形式
支持举办人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资助金额最高
达100万元。

据悉，人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是指由国内外
知名学术机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科技型创新
企业等科技类创新主体在海南举办、由国际人才
参与，符合我省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和人才队伍建
设需要的学术交流活动，类型一般包括国际学术
会议、学术论坛、学术研讨会等。

资助申报对象是交流活动的主办或承办单位
（不含国家行政机关、群团机关、公益一类事业单
位），且依法登记注册、实行独立财务核算、管理规
范的法人。同一交流活动如果有多个主办或承办
单位，经协商一致后由其中一家单位进行申报。
在同一年度内多次在我省举办同一主题的交流活
动的，只能申报一次资助。

申报资助的交流活动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如以海南经济发展重点产业、重点领域、
新兴产业为选题的交流活动；围绕海南重大工
程、重要科技攻关项目等关键技术问题举行的
交流活动；科技前沿领域引领学科发展的交流
活动等。

被资助的交流活动分为一般交流活动和永久
性落地交流活动。交流活动采用事后奖励方式，
按资助范围内实际支出的30%予以资助。一般
交流活动最高给予50万元资助，永久性落地交流
活动最高给予100万元资助。资助经费从省人才
开发专项资金中列支。

◀上接A01版
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提速度增效能，锚定“办好
一次会，提升一座城”的目标，确保竞赛组织工作
有序推进、接待保障工作全面细致、宣传氛围营造
提质拓面、市场开发工作取得突破、市容市貌改善
提升。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东道主，人人当好东
道主”的意识，以功成有我的责任感聚合力抓落
实，坚持“全省一盘棋”，明确分工、压实责任、挂图
作战，确保各项筹备工作落地见效，充分展现自贸
港亮丽风采。

据了解，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将于2024年11月22日至30日在三亚举办。

省领导周红波、尹丽波出席活动。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
倒计时100天誓师大会举行

◀上接A01版
霸王岭腹地，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昔日

贫苦的偏远黎寨变“美丽资源”为“美丽经济”，
如今已一跃成为我省人气最旺的乡村旅游目的
地之一。“以前芭蕉挂在门口没人要，现在游客
一来就能卖光。”村民韩眉平高兴地说起这两年
的变化。

一个个小山村如同一扇扇窗，折射出保护与
发展的大课题：守住青山，才能换来“金山”。

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连续 4 年开展
GEP（生态产品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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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吨100元，这是今年7月海南热带雨林碳

汇交易项目的成交价。此次碳汇交易，以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片区的1万亩热带雨林金
钟藤清除项目为基础。经测算，该项目预计20年
内可产生二氧化碳减排量10.9万吨，碳汇交易额
超1000万元。

从卖生态茶到“卖风景”再到当“卖碳翁”，
近年来，海南各地围绕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积极探索，推动“两山”转化路径不断
拓展——

白沙将碎片化的资源存进“两山平台”，对其
重新定价，实现存量资产、生态资源的价值再造；
三亚、保亭等地探索“上游护水，下游补偿”的生态
补偿机制；开发“生态旅游贷”“门票收益权质押
贷”“林权抵押普惠贷”等绿色信贷创新产品，赋能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实践一次次生动表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互相成就、双向转化。

2022年，我省出台“两山”转化路径先行先试
工作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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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的转化日益顺畅
多元。

倚绿生金绿愈浓，如今在海南，“两山”转化的
新故事仍在续写。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

以“绿”为底
处处生“金”

白斑军舰鸟。任月恒 摄翻石鹬。任月恒 摄 半叶趾虎。侯德佳 摄

本报牙叉8月14日电（海南日
报全媒体记者孙慧 宋灵云）8月14
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修复
基地揭牌仪式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管理局鹦哥岭管理分局鹦哥嘴
管理站举行。

国家公园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保
护的重要载体，承载着维护国家生态

安全、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神圣使
命。它们不仅是珍稀野生动植物的
栖息地，更是自然遗产和人类文明的
重要象征。同时，国家公园也是连接
人与自然、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桥
梁，通过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实现
了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

为更好地保护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生态，海南省林业局、海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海南省人民检察院、
海南省公安厅联合设立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生态修复基地，以该基地
为平台促进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建
立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形成工作合
力。该基地成立后，用于开展生态环
境损害公益修复，实现惩治违法犯罪

和保护生态相结合，达到“异地补植、
恢复生态”的司法修复效果，有效维
护生态环境总量平衡。同时，在揭牌
仪式现场，四家单位共同签署了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司法修
复基地共建协议，旨在共同助力海南
创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

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司
法机关在生态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设立
生态修复基地，通过加强跨部门的
司法协作，形成打击生态环境犯罪
的强大合力，确保生态法律法规得
到有效执行，让受损的生态环境得
以修复。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修复基地揭牌启用
用于开展生态环境损害公益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