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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实生态保育
守护美丽家园A

这段时间，育才生态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正
忙着走村入户，开展防止返贫动态监测排查工作。

“我们持续抓好产业发展、政策兜底和稳岗就业
等方面帮扶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
底线。目前全区脱贫户收入总体保持稳定，未出现
返贫致贫情况。”育才生态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说，“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大家也在开足马力。”

初秋，走进育才生态区的山野田间，火龙果、百
香果、榴莲、榴莲蜜等多种特色农产品遍地飘香。紫
色释迦，是那受村乡村振兴“一村一品”引进的又一
新品种。2021年，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
村振兴，那受村进一步丰富热带果树种类，引进示范
推广紫色释迦，并建立种植示范基地。2023年，已
种植两年的紫色释迦开始零星挂果。今年，那受村
种植的10亩紫色释迦全面挂果。

“目前紫色释迦种植示范基地共有释迦树300
余株，收购价在每斤13元左右，每年可以增加村集
体收入5万元。”那受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长肖春雷算了算那受村的“幸福账”。

当前，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育才生态区紧密结合山区经济发展的特点
和优势，聚焦打造“新奇特优”热带农产品“孵化器”，
集合多元新质力量，引进推广世界同纬度地区热带
优异果蔬品种，形成了榴莲产业一枝“独秀”，紫色释
迦、彩虹西瓜、榴莲蜜等“新奇特优”品种“百花齐放”
的发展格局，不断推进育才高效特色农业健康发展。

抱安村打造8.9亩立体栽培种植基地，套种斑斓
叶、百香果、青金桔，推动林下经济可持续发展；位于
育才生态区的海南优旗农业公司的榴莲基地，在榴
莲田间套种槟榔、凤梨、香蕉等热带特色作物，其中
今年套种的2000多亩凤梨，预计收入将超过5000
万元……与此同时，育才生态区不断探索，把发展林
下经济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重要途径之一，推动农民增收，助推乡村经济
振兴、生态振兴。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做优“土特产”，乡亲们
“钱袋子”更鼓了。据统计，2023年全区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436元，同比增长8.8%，增速居
全市第一。

下一步，育才生态区将铆足干劲，因地制宜，大
力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和林下经济，有力有效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打造自贸港乡村振兴三亚样板
贡献力量。 （本报三亚9月23日电）

三亚育才生态区：

乡村振兴绘新景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杰

青法的“稻田原野
议事台”、那受的瓜果飘
香、抱安的黎族风情
……翻开三亚育才生态
区的地图，一个个快速
发展的美丽乡村，共同
组成了一幅秀美的育才
画卷，也记录着一个个
奋进的育才故事。

近年来，三亚育才
生态区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严格按照
省委、市委的部署和要
求，围绕生态保育、基层
治理、乡村振兴等重点
工作，全区上下一心，实
干苦干、久久为功，为三
亚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
新标杆树立育才样板。

聚力乡村振兴
点亮美好家园C做细基层治理

共建幸福家园B
在稻田旁的空地上，一块牌子，几把椅子，村民

代表、驻村干部围坐在一起，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共
同讨论村庄发展事务，化解矛盾纠纷。

这就是育才生态区青法村的“稻田原野议事
台”。大到村里重点工作推进、村集体资金使用，
小到家庭矛盾、邻里关系，只要有问题，都可以通
过议事台协商解决，确保“大事小事不出村、矛盾
问题不上交”。

基层社会治理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一头连
着千家万户冷暖。育才生态区不断完善村民议事会
等平台建设，创新方式方法，引导群众和社会各方有
序参与“微治理”，营造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氛围，打通
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

“以前，村民参与村里管理的积极性不高，主要
是表达诉求的渠道不多，现在村民的事由村民商
量着办，积极性自然就提高了，矛盾也自然就减少
了。”青法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高辉强说，如
今，青法村探索“稻田原野议事台”等乡村治理模
式，走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乡村治理路径。

据介绍，自2021年8月青法村创立“稻田原野
议事台”以来，村民参与村集体事务的积极性大大提
高，参与民主决策的普及率达到了98%。2023年青
法村被评为“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关键在创新。育才生态区
根据山区实际，创建了“1331回归美好调解法”，即
以1首黎族苗族友好歌或者1个劝和小故事缓和双
方情绪，唤起双方彼此亲情、友情、同乡情等情意；以
听、问、察3种方法了解矛盾纠纷实际情况；从情、
理、法3个角度耐心说服和劝导双方互谅互解；最后
在1首黎族苗族和好歌中引导双方以黎族或苗族礼
仪方式握手言和、彼此祝福，回归到良好关系中。

在“1331回归美好调解法”的帮助下，该区有
效化解多起山林土地、征地、合同、劳务等矛盾纠
纷，2023年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达97.51%，赢得
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为扎实推进基层治理，育才生态区还积极探索
实施乡村治理积分制，在辖区内选取青法村和雅亮
村作为推行乡村治理积分制的试点，并根据各村实
际情况，制定了乡村治理积分制运行管理机制，以小
积分激活乡村治理“大能量”。

“自从推行积分制后，村里的环境明显改善了，
乱扔垃圾、乱堆乱放的人少了，村里的风气也变好
了，乐于助人的人多了。”青法村村民胡永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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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 9 月
23 日电（海南日报
全媒体记者刘杰）近
日，在三亚市立才
河水环境综合治理
二期工程项目施工
现场，大型挖掘机
轰鸣不断，施工人
员忙着铺设护坡砖
石、加固堤岸，一派
繁忙的施工景象。

三亚市立才河
水环境综合治理二
期工程项目位于育
才生态区，主要建
设内容为清理整治
立才河河道，治理
河段范围为立才河
育才大桥下游 630
米处至那介桥下游
200 米 处 ，长 1.62
公里。

据了解，该段
河道局部行洪断面
窄小，防洪能力较
弱，且河两岸存在
滨水公共空间不连
续、风格杂乱等问
题，与育才生态区
的规划定位不符。

“立才河是流经育
才生态区的主要河
道，为了提高防洪
安全系数，改善河
道 水 质 及 生 态 系
统，提升河道滨水
生活品质，对立才
河进行综合整治十
分必要。”育才生态
区相关负责人说。

该项目于去年
9 月正式开工，主
要 利 用“ 格 宾 石
笼+雷诺护垫”开
展河道治理工作，
该技术具有柔韧性
好、使用寿命长、防
冲能力强等优点。
此外，石笼缝隙间
的淤泥有利于植物
生长，可与周围自
然环境融为一体，
较好地实现工程结构与生态环境的
有机结合。“后续，我们还将开展河
坡景观提升，增设亲水栈道、观景平
台等设施，进一步提升河岸的‘颜
值’，打造一个防洪功能与生态功能
相融的滨水空间，方便市民游客亲
水赏景。”该负责人说。

据介绍，自项目开工以来，育才
生态区相关部门全力做好该项目的
服务保障工作，主动对接，积极实地
走访了解情况，解决存在问题，加快
推进建设进度。

“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了约1.2
公里长度的工程建设，占总工程量
的 70%左右，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
工。”该负责人说，通过整治河道将
有效提升河道排洪能力，提升立才
河水质环境，为育才片区居民营造
优质、安全的生活环境，防范山洪、
山体滑坡风险，保障育才生态区社
会经济发展。

群峰绵延，这里是山的世界、绿的海洋。育才生
态区作为三亚市核心生态区，森林覆盖率达84%，
素有“三亚后花园”的美誉。

一直以来，育才生态区坚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牢
牢守住发展主线和生态底线，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
撑高质量发展。

用心用情守护好每一抹绿。该区制定《育才生
态区河湖专管员管理制度》，完善规章制度，招聘河
湖专管员20名，实现群众生活污水、生产污水有效
治理；并加快推进育才生态区水环境水生态综合治
理工程，深度挖掘育才生态区淡水资源优势，全面推
进育才50条河流、21宗水库和8宗山塘水系连通。

同时，不断加强“山水林田湖”综合一体化管护，全
面落实落细田长制、林长制和河湖长制，坚决遏制过度
开发、随意毁林等破坏生态行为，牢牢守住生态保护红
线；持续开展生态环保的政策宣传，发动群众共同守
护好育才的生态资源，让育才的山更绿水更美。

不止于“保”，在“育”山、“育”水上，育才生态区
也在下苦功夫、真功夫。

在“育”山方面，该区以《三亚市森林康养产业发
展规划》为抓手，充分利用山地优势，认真抓好各项
康养项目建设工作，大力推进发展热带高效农业，深
挖热带特色蔬果产业潜力，持续推动一三产业转型
融合发展，当好三亚生态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在

“育”水方面，全面排查整治污染，建立整改台账，守
好育才生态“水缸”，确保三亚市饮水水源地用水安
全。

护“绿”就是增“富”。育才生态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结合发展现状与长远需求，持续做好“育山”

“育水”工作，研究探索育才地区“两山理念”实践路
径，建立一套符合生态保护实际、满足育才地区开
发的体制机制，让老百姓吃上“生态饭”、共享“生态
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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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三亚育才生态区榴莲种植基地。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

在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青瓜嫁接育苗基地
大棚，农户在忙着嫁接青瓜苗。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 在育才生态区保立村，三亚市级黎锦技艺传承
人黄青梅向小朋友教授黎锦编制技艺。

育才生态区南塔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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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篇·

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水果大棚基地种植的羊
角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