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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豌

稻田水渠上建了8间黄色稻草
休闲亭子，路过的村民经常看个不
停。近日，定安县岭口镇封浩村村民、
海南封浩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代杰在亭内，一边喝着现磨咖啡，一
边熟练地打开平板电脑，查看作物生
长的各项数据。

从稻草亭内望去：生产路两侧被
黄色、粉色美人蕉装点，绿色田地种着
不同瓜菜。这片约350亩的耕地可不
简单，它有着多个亮眼的标签：良种、
富硒、智能管理、农文旅融合。

“虽然受‘摩羯’等台风影响，今年
产值预估仍可达520余万元。”在亭子
内，47岁的王代杰告诉海南日报全媒
体记者，“但以前，这里还是一片很传
统的稻田，村民投入多收益少。”

田里生“金”，如何做到的？在王
代杰看来，这是因为稻田有“三变”。

第一次变化，从卖稻米到卖品
牌。

富硒黑土地，四周环山，流进水渠
浇灌田地的都是山泉水。这是王代杰
2020年回乡时看到的场景，“种植资
源很好，但是因为种植技术不到位，而
且不懂选择优良品种和打造品牌，所
以才会亏损。”那一年，长年在海口打
拼的王代杰，在岭口镇和封浩村的支
持下返乡创业。

于是，王代杰顺势而为，在稻田上
做了些新尝试。2021年，他租下该村
50亩地，联动专业研究院指导，根据
市场需求，优选“海南好米”品种，并于
当年注册“皇州封浩洋”大米品牌，推
出2斤装和10斤装两种规格，打入礼
品市场。

“当时我们种出来的水稻，每亩比
往常增产一两百斤，加工后价格稳定
在每斤8元。”王代杰说，同时夏季水
稻收割后，冬季轮种反季节瓜菜，持续
提升亩产价值，这一初步尝试的成果，
令他有了坚持下去的信心。

第二次变化：从“会种田”到“慧种
田”。

2022年底，海口羊山大道至定安
母瑞山公路（定安段）正式开工了。王
代杰敏锐地觉察到，这条路建成后将
极大缩短岭口镇到海口的驾车时间，

“路通了，农货会更方便卖了。这坚定
了我扩大种植规模，加快迈向农业现
代化的信心。”

2023 年，相比此前短期流转土
地，王代杰一口气租了300亩土地，
用于种植水稻。同年10月，曾经在
海口创业做网络信息设备的他，发挥

“老本行”长处，投入近300万元打造
智慧农业管理系统——有了这个“智
慧大脑”，可以实现基地空气质量、温
度、湿度、水质、氮磷钾含量等多种数
据的实时传输、记录，设备还可以远
程控制。

“现在，只需一部手机，就能掌握
整个基地农业生产信息，还能根据数
据反馈，进行远程浇水、施肥等操作，
大大提高了种植的效率和质量。”王代
杰说，而这只是智能化的1.0 版本，

“以后还要升级，现在农产品只能实现
部分溯源，以后全部都能溯源，而且还
将实现机器人采摘。”

第三次变化，从种庄稼到“种风
景”。

“来晚了根本抢不到位置。”王代
杰笑着说。结合定安全域推动的“村
咖”这一乡村振兴品牌，他今年初投入

30余万元，在稻田边打造乡野气息十
足的稻田咖啡亭，每到晚上，8间屋子
和10张户外露营桌经常满座。

此外，他还联动县镇村资源，打
造夜间观影、演出等活动，后续还将
利用稻田中央一处小土坡，打造一
片休闲区域，“结合我们的蔬菜大棚
产业，除观光旅游外，还可以进一步
发展田间研学，实现农文旅融合发
展。”

就在稻田的不远处，王代杰还利
用封浩村小学闲置校舍，按照全国共
享农民田间学校的标准打造海南封浩
洋农民田间学校，“为农业农村现代化
培养更多的高素质职业农民和返乡创
业带头人！”喝了一小口咖啡，王代杰
坚定地说。

封浩村，新的变化又在酝酿中。
（本报定城11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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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

点亮小路灯 照亮大民生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李豌 通讯员廖

雪丽 刘学）“现在装上了路灯，走夜路再也不用担
心磕磕绊绊了！”近日，定安县委巡察组到该县黄
竹镇南海居进行回访时，当地居民高兴地说。

今年8月至10月，定安县委第五巡察组在对
黄竹镇党委及辖区内村（居）开展巡察时，南海居
一区、五区、六区的居民纷纷向巡察组“诉苦”，村
里没有路灯，影响到村民夜间出行。

路灯虽“小”，却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定安县
委巡察组接到情况反映后，决定当晚就对南海居
一区、五区、六区进行走访，经过实地查看，发现群
众反映的几个路段均未安装路灯，晚上来往群众
和车辆较多，对群众出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掌
握以上情况后，巡察组随即向镇党委及南海居有
关负责人了解情况，由于南海居辖区内居民分布
比较分散，部分区、队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所
需资金较多，居委会目前无法一步到位完善所有
区域基础设施，只能逐步落实，导致部分区域路灯
尚未安装，群众夜间出行安全得不到保障。

巡察组立即将问题以立行立改的形式反馈至
黄竹镇党委，促成有关方面拨付款项给南海居安
装太阳能路灯，并按时报送工作进度，压实镇党委
整改责任。

据悉，在巡察组撤点前，南海居已经完成了五
个区队18盏太阳能路灯的安装工作，照亮了群众
晚上的回家路，以“立竿见影”的实效赢得了干部群
众支持。本轮巡察期间，巡察组通过实地走访、发
放监督联系卡、深入老爸茶店、开展座谈等多种方
式，共发现问题197个，推动立行立改事项9个，解
决排水沟损坏、道路硬化等群众关心的身边事。

定安打造2个
农业科技展示示范基地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李豌）近日，海
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从定安县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
以来，定安县按照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加
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条件建设，强化公益性服务功
能”要求，重点打造岭口镇封浩洋水稻种植基地、田
堆村葡萄种植基地2个农业科技展示示范基地。

其中，封浩洋水稻种植基地，种植面积555
亩，主栽的水稻品种有吉丰优1002、伍两优钰占、
汉两优219等海南主推高产优质品种。基地采用
水稻高产栽培、机械插秧、应用植保无人机与绿色
防控相融合防治水稻病虫害等技术，通过应用先
进科技手段，植保作业效率较人工效率提升了4
倍，基地晚稻亩产量达425.1公斤。

岭口镇田堆村葡萄种植基地，种植面积40亩，
主栽的葡萄品种有亚乐多蜜、桂蜜。基地通过运用
葡萄丰产栽培和葡萄一年两收栽培等技术，葡萄的
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口感佳。此外，基地还通过
举办多场农民培训活动，将特色种植技术传授给周
边农户，带动了当地特色农业产业的兴起。

定安县首单生猪
“保险+期货”项目成功落地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李豌）近日，定
安县首单生猪“保险+期货”项目成功落地，为定
安生猪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据了解，该项目由太平洋保险定安支公司
联合西南期货有限公司共同推动，项目承保生
猪数量达1000头，保障金额高达154万元。在
补贴比例方面，县级财政补贴比例40%，期货
公司捐赠 30%，农户自缴 30%，多方合力共促
产业发展。

据悉，生猪“保险+期货”模式是定安积极探
索金融创新、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通过该
模式，将有效帮助养殖户规避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稳定收入预期，增强养殖户的生产信心。

定安发布
农业农村灾后恢复措施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李豌）近日，定
安发布农业农村灾后恢复措施，以全面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复工复产的工作要求，加强“摩羯”台
风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管理工作，支持尽快恢
复灾后农业农村生产生活。

其中，对因台风造成损失的粮食种植经营主
体，或自9月15日至10月31日，在台风灾后补种
蔬菜或无法种植蔬菜而改种水稻的，按亩给予不
同补贴；加强种子种苗保障。自9月15日至12月
31日，对受灾区域重新补种、抢种、补栏的种子种
苗，给予70%的补贴；支持槟榔转产保障。对原
先种植槟榔的地区，灾后积极转产，种植橡胶、油
茶等种子种苗，给予100%补贴；在今年12月底
前，为受灾未消除风险的监测对象发放产业发展
帮扶补助，按其实际投入生产成本的80%给予一
次性补助，每户最高补助不超过2000元。

加快农业生产设施修复。补助受灾的畜禽规
模养殖场做好修复、重建工作，主要用于受损的养
殖设施，今年12月底前实际恢复养殖生产的，最高
补贴维修资金的30%，其中生猪栏舍最高补贴100
元/平方米，鸡、牛、羊、乳鸽栏舍最高补贴50元/平
方米，单项最高补贴不超过15万元。

加强家禽种苗保障，对因“摩羯”台风造成损失
并在9月15日至12月31日期间进行补栏的养殖场
（户），给予70%的家禽种苗补贴，重点补贴鸡苗。

需注意的是，在加强种子种苗保障、支持槟榔
转产保障以及第二批救灾资金使用上，单家经营
主体最高补贴不超过30万元；同一法定代表人注
册不同经营主体的每多一个主体补贴上限增加
10万元，最高补贴不超过60万元。

从卖稻米到卖品牌、从“会种田”到“慧种田”、
从种庄稼到“种风景”

定安封浩村稻田有

定安乡村产业能够“遍地开花”，
离不开完善的基层治理体系。

自2023年起，定安创新基层治
理方式，在全县各镇、村打造“问政于
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三问”工
作室，充分发挥县镇两级“两代表一
委员”作用，为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推动乡村的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在黄竹镇白塘村，“三问”工作室
推动环白塘内湖路的修缮，获得了不
少村民的拍手称赞。近日，走进白塘
村白塘内湖，环绕湖岸一圈的水泥路
平坦整洁，仿木质红色的围栏，增添
了一份古韵。其中，有600米的道路

和围栏，今年7月才修建好，此前这
些路还是难走的土路。

“原本环内湖路只修了一部分，
村民就在‘三问’工作室接访日时，反
馈说回家不方便，要不走土路，要不
得绕路。而且希望我们能把内湖打
造起来，推动村子文旅产业的发展。”
白塘村党支部书记何声思说，接到村
民反馈后，“三问”工作室第一时间向
镇政府反馈，再由镇政府协调县级资
源，今年7月环湖路不仅修好了，还
装上了围栏。

“修好路只是第一步，目前我们
已经开始和有意向的企业接洽，接

下来会针对白塘内湖的旅游开发，
做好文章。”何声思说，今年9月起，
该村 11个村民小组组长成为联络
员，相比以往每月一天固定接访，现
在村民随时可以将诉求告知村民小
组组长，他们收集诉求后第一时间向

“三问”工作室反馈，更快、更早推动
问题化解。

而在定安县龙门镇和梅村，结合
水塔咖啡和梅店，该村所属行政村双
塘村正在这里打造户外“三问”工作
室，以更轻松的环境，让村民更好地
畅谈心声。

定安县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1月至10月，定安全县
137个“三问”工作室收集登记问题
1180个，协调解决社情民意等诉求
1168宗。

记者还从定安县有关部门获悉，
瞄准群众最关切的就业问题，结合产
业发展需要，定安还培育“定安护工”

“定安粽娘”“定安大咖”等一批特色
劳务品牌，近年来每年带动直接和间
接就业人数达上万人。同时，推动乡
村移风易俗，把农村宗祠打造成为

“文化礼堂”，以精神文明力量为乡村
振兴再添保障。

（本报定城11月27日电）

筑牢乡村产业基础，打造乡村振兴全域品牌，创新基层治理方式

定安：乡村有气质 振兴有路子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豌

每到周末，定安县雷鸣镇
南丽湖畔，白色简约风格的湖
畔咖啡屋室外空间，坐满了来
自海口、琼海等周边市县的游
客，面朝碧水蓝天，静品一杯
乡野咖啡。屋内，由本地村民
担任的咖啡师，身着统一制
服，熟练地操作着专业咖啡
机，忙碌地制作各类风味的咖
啡和精美的糕点小食。

“这里悠闲又时尚，心情
愉悦放松了，工作效率都提高
了！”近日，海口游客王悦携带
电脑来到湖畔咖啡，一边品咖
啡、赏美景，一边远程工作。
和他过去对定安乡村的记忆
相比，“这两年，定安乡村的气
质，变化了不少。”

气质变在哪里？是口袋
鼓起来的信心，是游客增多带
来的动力，是急难愁盼有处解
的安心。近年来，定安多措并
举筑牢乡村产业基础，打造乡
村振兴全域品牌，创新基层治
理方式，由内而外改变乡村样
貌，打造乡村好气质。

“我们厂的糟粕醋，今年卖到美
国去了，是全省第一单！”近日，走进
定安县雷鸣镇山地村，在专注生产

“铺前三婆”这一品牌浓缩糟粕醋的
定安县啊喔哦食品技术有限公司，该
村村民、企业工人孙道敏一边忙着打
包产品，一边骄傲地向海南日报全媒
体记者介绍。如今，他每个月稳定收
入6000元。

山地村距离县道约4.6公里，此
前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村集体经
济薄弱，一度是省级贫困村。这样一
个劣势明显的村落，如何能孕育出一
个走向海外的优质产业？

“抓‘特色’，发展具有差异性的、

难受交通限制的、有竞争优势的特色
产业。”该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罗
运海说。2021年，在县、镇两级政府
的支持下，“铺前三婆”糟粕醋品牌落
户山地村并成立企业，年产适宜远距
离运输的浓缩和瓶装糟粕醋4000多
吨，包含30多种不同口味，畅销北
京、上海等国内市场，带动本村及周
边约 50人就业，年产值超 3000 万
元。目前，公司还投资4000余万元，
在村中建设一处新厂，预计2025年
上半年投产，建成后满负荷运转可带
动上百人就业，年产值可突破亿元大
关。

除糟粕醋产业外，在山地村附

近，一片30多亩的青草地已被围起、
加顶棚，入口处打造大门，这里正是
该村新打造的集养殖、观赏、研学于
一体的鸸鹋谷，目前已有600余只鸸
鹋“进驻”。

“鸸鹋市场上比较稀缺，经过多
方考察后，我们就从广东引进了这一
产业。此外，我们还联动代工企业，
推动鸸鹋油等相关产品的开发、加
工，与镇上一家餐厅合作，打造鸸鹋
主题餐厅。”罗运海介绍，结合黑山羊
等传统种养产业和当地以沙地为主
的土地类型，该村还推动牧草种植和
饲料加工产业发展，预计今年村集体
收入有望突破百万元。

不仅如此，明年上半年，该村将
启动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安全教育以
及农旅结合的研学项目，预计投资
1900万元。

如今，在定安，各个乡村都在因
地制宜打造产业：土地广阔、积极发
展多种类林下种植经济的龙门镇大
效村，用一把萝卜菜“顶”起了百万产
业；雷鸣镇石盘坡村，利用村中闲置
土地，引进蛋鸭工厂化养殖项目，售
卖新鲜鸭蛋的同时，还结合定安粽子
这一特色产业，加工咸蛋黄，预计今
年产值约6000万元；还有打破石头
满地困境的岭口镇田堆村，拓荒土地
变成省三椰级旅游乡村的“百果村”。

糟粕醋卖到国外 产业渐丰厚家底

在定安岭口镇，一座由废弃牛棚
改造的牛角咖啡，正让承载着青梅和
图帖睦尔千古爱情佳话的皇坡村，飘
出全新的爱情醇香。

“你看，整个屋顶的设计，我们做
成牛角式的圆润弧度，象征着‘吹响
爱情的号角’。”近日，走进皇坡村牛
角咖啡，创始人王槐超手指流线型的
屋顶对记者介绍。

走进屋中扫码点餐，可见咖啡或
饮品，分别以亲密、浪漫、愿望等爱情
元素命名。围绕这杯“村咖”，还有一
座手工精酿啤酒馆，一栋三层楼高的
民宿，一处槟榔林下的露营基地，还
有一座可以全流程体验手作定安粽
子的乡村工坊。

“整个项目依托皇坡村的爱情故
事打造，命名为爱情榕庄，用‘村咖’
这一城乡连接品，连接起一个包含产
业工坊、露营研学、住宿餐饮等多种
产业在内的乡村微型经济综合体。”
王槐超说，自今年“十一”假期正式营
业以来，每个节假日，11间民宿全部
爆满。运营近两个月以来，累计接待
游客1.7万人次。

“用产业带动休闲，用休闲赋能
产业，二者缺一不可。”王槐超说，下
一步还将结合岭口镇“爱情小镇”的
打造，导入婚纱摄影等婚恋产业，利
用遍地的火山石资源开发扩香石、幸
运石等特色文创产品，打造更多元的
产业版图。

以咖为媒，品味定安。如今，游
览定安乡村，不可忽视的是遍布全
县 10镇的 15家“村咖”。这些“村
咖”因地制宜，长在“村中间”，或以
草屋形态，或“藏”在水塔下，与环境
融为一体；或是简约时尚的透明玻
璃屋、种满香草的梦幻花园，为乡村
吹来新风尚。它们各不相同，却从
无到有、串珠成链，成为定安乡村

“导人流”“导产业”的乡村振兴全域
新品牌。

根据定安县旅文局统计，今年定
安乡村旅游发展势头强劲，1月至10
月定安县乡村旅游点累计接待游客
39.42万人次，同比增长57.49%；乡
村旅游点营业收入640.41万元，同比

增长161.65%。
定安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定安积极探索打造镇
域及县域品牌，形成全域合力，助力
乡村振兴。除“村咖”外，还推动各镇
打造镇域特色品牌，带动“荔枝小镇”

“爱情小镇”“富硒小镇”等快速成
长。同时以水果为媒，联动定城镇、
龙门镇等水果产业具有一定规模的
小镇，根据不同水果成熟时令，在不
同乡镇开办水果采摘节。以水为媒，
依托定安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
试点县项目，在全县打造10个景观
节点。同时，总投资2544万元，支持
全县15个村庄打造和美乡村，截至
目前，15个项目已全部完工。

村里飘出咖啡香 全域品牌引客来

“三问”工作室问需于民 用心用情解民忧

龙门镇大效村萝卜菜喜获丰收。
通讯员 程守满 摄

稻田咖啡稻田咖啡。。通讯员通讯员 程守满程守满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