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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朋友”！近日，中国
科研人员宣布在海南尖峰
岭发现植物新物种“金樽水
玉杯”。

好“气质”！今年前7
月，全省细颗粒物（PM2.5）浓
度降至11.6微克/立方米。

高“身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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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看得见的新物种，到
看不见的好空气，再到点
“绿”成“金”的碳汇林，一幅
幅灵动的生态图景，不断强
调也反复印证着一个重要
事实：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
南最强优势和最大本钱。

以更大的力度推进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近
年来，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坚
持“向绿图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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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奋力谱写新时代美丽中国
海南篇章。

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
记、厅长毛东利表示，作为生
态文明建设阵地的主力军，
该厅将一如既往增强做好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责任感和
自觉性，以生态环境高水平
保护全力服务支撑自贸港高
质量发展，开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海南新篇章。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特刊

“不仅环保，还省钱。”近日，海口某超市收银
台前，市民吴美仙一边结账，一边将各种商品装
进自带的环保布袋中。市民群众出门购物时自
备非一次性环保袋，如今在海南已成“潮流”。

更新换“袋”，不仅发生在超市购物这一场景
中。目前，全省机关食堂、环卫系统、公立医院、
学校等单位基本停止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全省55家3A级以上景区基本实现全面“禁
塑”，全社会对“禁塑”政策知晓率超过90%。

这样的变化，得益于我省积极推动塑料污染
全链条治理。

“我们发布首部‘禁塑’地方性法规，实施‘负
面清单’管理，颁布实施地方标准，首次明确生物降
解替代技术方案，形成多维联动综合监管模式。”省
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与此同时，我省长远
谋划降解材料产业，形成膜袋产能4.7万吨/年、餐
饮具产能8.6万吨/年、改性料产能3.5万吨/年，“禁
塑”产业链初具雏形。

“禁塑”是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
标志性工程之一。但减少塑料污染，并不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唯一解题方向。大胆探索，开拓前
行！放眼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纵深推进，创新示
范“多点开花”。

推进一批标志性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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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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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出一批创新性举措！推行“渔船打捞垃
圾”模式，发动渔民“既捕鱼又捞垃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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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根据区域环境
承载量、功能用途等提前“画好框、定好调”。

打造一批示范性样板！海口湾、三亚湾入选
第二批国家美丽海湾优秀案例；海口市入选国家
首批国家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博鳌东
屿岛绿色智慧能源系统建设实践”入选国家能源
局首批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典型案例。

从深山到海上，从城市到郊野，一次次先行
先试，一次次探索实践，海南不断刷新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建设“进度条”，步履不停绘就生态样
板新画卷。

通体金黄花形如杯、形态似中国古代的
金色酒樽。到访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
峰岭片区，钻进茂密原始的热带山地雨林
里，稍不注意，便可能将花色金黄的它踩在
脚下。

它叫金樽水玉杯，一种刚刚被发表的罕见
水玉杯属植物。

将目光投向更广袤的琼岛天地，会发现越
来越多生物物种“安家”于此——

“新面孔”不断亮相：从尖峰水玉杯到金樽
水玉杯，再到海南小姬蛙、海南炭团菌、海南马
铃苣苔……2019年以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累计发现新物种50余种。

“老朋友”繁衍壮大：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
从仅存2群不足10只增至7群42只，坡垒种
群由2000年的900余株增长至近3.2万株，来
海南越冬的黑脸琵鹭数量屡创新高……

新朋老友们“百花齐放”，海南的生物多样
性魅力可见一斑。

“近年来，我省不断健全生物多样性保
护法规政策体系，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
空间格局，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海系统治理，
取得丰硕成果。”海南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如今，我省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2.1%，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
率超90%。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野生动植物栖息的基
础，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锚定生态环境质
量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双一流”目标，近年
来，海南持续坚守底线，全方位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

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理，对施
工扬尘、移动源、工业企业等污染源精准管控；
持续开展“六水共治”，深化流域污染联防联
控；加强土壤污染源头管控，开展地下水污染
状况调查评估、强化固体废物环境监管、持续
推进农业农村污染治理……

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全省环境空气优
良天数比例100%，主要污染物指标浓度保持
海南省历史最好水平；全省水环境质量状况总
体保持优良。全省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已经成为百姓看
得见、感受得到的幸福。

2024年9月29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叶媛媛
美编：张昕 检校：李彪 苏建强

▶ 在三亚市
吉阳区鸿港农贸市
场，商家使用全生
物降解塑料袋销售
水果。

海南日报全媒
体记者 武威 摄

海南坚持“向绿图强”，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以绿为底向新行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梦瑶 特约记者 孙秀英

2080.40亿元！今年4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2022年度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结果出
炉，较上年度增加12.01亿元。

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连续分期开展4个年
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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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增值，可变现，能交易——
五指山脚下，水满乡永训村，村民王启望采用“农

业废弃物+种茶+养殖+酿酒”的循环模式，精心管护
着一片生态茶园。“减少了环境污染，实现了多渠道创
收，茶叶的品质也高。”王启望说，如今，茶园每亩年产
茶青400斤左右，比一般茶园高出近百斤。

三亚后海村，源源不断的自来水让村民的生活更
加便捷。清澈的水流，来自三亚与保亭交界处的赤田
水库。两地探索建立“上游护水、下游补偿”的跨区域
生态补偿新机制，真正让保护者、贡献者得到实惠。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依托陨石坑独特的地理与生
态优势，以梯田状的茶园景观、河谷溪流及黎族生态
文化等资源，建成了集生态茶叶生产、茶园观光休闲
于一体的广袤茶园特色小镇，是生态产业化、产业生
态化的生动诠释。

一个个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案例如同一扇扇窗，
折射出保护与发展的大课题：守住青山，才能换来“金
山”。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资源环
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从卖生态茶到完善生态补
偿机制再到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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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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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茶叶碳
标签产品，开展酒店“生态价”试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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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省13个“两山”转化试点取得阶段性成
果，并发布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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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视线范围扩大，更多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海
南加快形成——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数字化工
厂实现温室气体100%抵消，成为海南首家获认证的

“零碳工厂”；第四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博鳌亚
洲论坛2024年年会等大型活动100%使用绿色能
源，实现绿色办会；公众使用“海易办”平台海南碳普
惠系统，完成相应绿色低碳行为后获取“碳积分”，实
现权益兑换……

倚绿生金绿愈浓，如今在海南，向绿图强的新故
事仍在续写。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霸王岭片区拍摄的海南长臂猿。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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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原生态
茶园小镇，农户采摘早春茶。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平 摄

在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拍摄的鸟群。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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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中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云雾缭绕。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平 摄

省生态环境厅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