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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港观察
三亚博后村多元发展产业，村集体收入突破千万元

村里迎来“三群人”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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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的三亚，暖意融融。走进三
亚市吉阳区博后村，青山绿水间，一幢
幢精品民宿错落有致。成群结队的游
客漫步在宽敞的村道上，或入住特色
民宿，或到哎岬湖畔拍照“打卡”，或品
尝博后村夜市的特色美食，人来人往，
让冬日里的村庄热气腾腾。

2013年4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位于博后村的亚龙湾兰德玫瑰风
情产业园考察，提出了“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这一重要论述，极大地鼓
舞了当地干部群众。从此，博后村的
发展迎来了崭新的春天。

为离店客人搬运行李、打扫客房、
采购物资……连日来，博后村乡遇拾
光精品民宿负责人符嫦城忙得不亦乐
乎，脸上挂满笑容，“要做足准备，迎接
旅游旺季。”

符嫦城管理的民宿去年1月正式
营业，虽然彼时村里的民宿已有几十
家，但符嫦城十分坚定回乡创业的想
法。“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时代背景
下，村里发展民宿产业前景广阔，要把
握时机。”符嫦城说。

“景色更美，基础设施更完善，产
业发展更多元。”细数这些年博后村的
变化，博后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苏少洪感慨道，可要说最明显的变
化，那就是人多了，既有在外闯荡“回
巢”的“归乡人”，也有学成归来的“留
乡人”，更多的是前来创业的“新乡
人”。

然而，十多年前博后村却不是这

番光景。“过去，博后村是一个落后的
黎族村庄，每逢台风季节，村里遭海水
倒灌，土地盐碱化十分严重，种植业发
展困难。”苏少洪说，部分村民靠养猪
增加收入，却造成畜粪污水横流，村庄
一度成为“环境差等生”。

博后村紧邻国家旅游度假区亚龙
湾，可谓是守着“金海岸”，然而村民们
却过着“苦日子”，背井离乡成为当时
大多数博后村村民的无奈之举。

十余年来，当地干部群众牢记嘱
托，因地制宜建设美丽乡村，发展民宿
等特色产业，博后村发生了巨大变化，
托起了博后老乡们的幸福小康梦。

“得益于三亚市委、市政府将博
后村就地改造为5A级美丽乡村，越
来越多的外来投资者看到了商机，纷
纷来村投资民宿。”提起博后村民宿
产业，苏少洪言语间满是自豪，截至
目前，博后村共有74家民宿2000余
间客房，是海南规模最大的民宿村
之一。

博后村民宿产业蓬勃发展，还带
动了相关配套产业的兴起。

入夜，博后村人气依旧不减。博
后村夜市人声鼎沸，热带水果、黎族风
味小吃、海鲜烧烤等特色美食令人应
接不暇，夜市经济为博后村发展再添
一把火。

“我们店从最初的几名员工发展
到如今的20多名，店里高峰期能摆30
多桌。”博后村峰聚鲜海鲜烧烤负责人

刘志伟说，博后村夜市为村民提供了
就业创业的平台。

设立海南省委党校现场教学点，
发展培训产业，助推乡村旅游发展；
成立三亚首家村集体经济平
台公司，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开设“博
后共富学

堂”，大力培养发展高素质农业人才，
拓宽乡村振兴路径……从落后到振
兴，博后村老乡勇于探索，腰包也越

来越鼓。
“2023年，博后村集体经济收入

（含村民小组）已达1025万元，成为三
亚首个农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千万元
的行政村。”苏少洪说，接下来将着力探
索品牌打造和整村运营，书写乡村振
兴新答卷。 （本报三亚12月17日电）

朴实的村民总是喜欢把心中所想唱
出来。要看村庄变化，只要听村民唱什
么就能知道。

提起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
过去，人们唱“有女不嫁羊山”；现在，人
们唱“绿树深深白云挂，风景美如画，四
季有佳果，石斛满树爬”。

千年古村，风貌不变，民谣却完全变
了样。这是为何？因为找对了发展路子。

“开出巴掌地，垒石一座山”。施茶村2
万余亩土地，九成以上都被火山岩覆盖。
没有合适的耕地，村民们只能放弃种植业，
另谋生路。“那时候苦哇。第二天要是没活
干，头天晚上根本睡不着。”回想起那段打零
工的日子，52岁的苏丽妹记忆犹新。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
施茶村考察时指出，乡村振兴要靠产业，

产业发展要有特色，要走出一条人无我
有、科学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总书记的嘱托为困顿中的施茶村指

明了方向。
村里有什么人无我有的资源？火山

岩！经过考察、调研、试种，施茶村当地
党组织最终确定了石斛这一特色产业。

和常规作物不同，石斛刚好适合种在
岩石上。火山石斛又因吸收了火山岩中的
微量元素，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更胜一筹。

看到了致富的希望，村民们纷纷以
土地入股，如今打造成1508.6亩的连片
火山石斛种植聚集区。另外，村里还积
极引入海南胜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行
业龙头企业，使火山石斛不局限于第一
产业，形成了科研、组培、育苗、种植、深
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产业产值近3亿
元，销售收入累计1亿余元。村民人均
年收入达3.6万元。

苏丽妹也是以土地入股的其中一
员。除此之外，她还应聘上了施茶村火

山石斛园的销售员，每个月有3000元的
固定工资，年底还有土地分红。“快50
（岁）了，心里还比青壮年时期踏实。”她
笑道。

更让大家喜出望外的是，总书记的
到访，也让这个千年古村被大众所知。

村“两委”顺势牵头打造了一条20公
里长的火山特色旅游路线，将古村落遗址
和火山口及8个自然村串珠成链，又打造
了火山风情美食街，让游客不出村就能体
验到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服务。

“生意不用愁。每逢节假日，还要临
时多聘几个人来帮忙。”阔林农家乐老
板、返乡创业青年洪强说。

他透露，因为村里的旅游业欣欣向
荣，已经有30多名本村年轻人和他一样
选择了返乡创业。

今年3月，第一届火山石斛产业发
展大会在海口举行，施茶村党委书记洪
义乾受邀参会。大会提到，将借助海南
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优势和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将海口打造成为国内领先、国际
知名的火山石斛产业基地。

“我把这个消息带回村里，大家都特
别振奋。”洪义乾说，“相信只要我们坚持
走特色产业发展道路，我们村明年还能
再上一个台阶！”

（本报海口12月17日讯）

清晨的阳光洒在五指山市水
满乡毛纳村茶园里，背起竹篓、穿
上胶鞋，和茹手工茶坊的主人王菊
茹脚步匆匆走往自家茶园，想趁着
这个好天气给茶树剪枝。

“有空打扫一下车间，趁早做
好卫生，调试一下工具，再过不久
就可以采摘茶青了。”离开家门前，
王菊茹冲着屋子里的丈夫王柏和
嘱咐。

王菊茹口中的“车间”是政府
部门扶持建立的新茶坊，今年已开
始使用了，一共两层约两百平方米
的新茶坊，比原先挤在家旁边的铁
皮屋老茶坊宽敞了不少。

2022年 4月 11日，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村里，了解当地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民族传统文化

保护传承等情况，指出乡村振兴要
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上下
功夫，继续做强做大有机农产品生
产、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产业，搞
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推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全面振
兴有效衔接。

两年多来，毛纳村牢记嘱托，
不断完善村庄基础设施，不遗余力
发展当地特色大叶茶产业，新建和
改造不少茶产业基础设施，包括和
茹手工新茶坊在内的茶产业基础
设施顺利建成使用，进一步提高了
毛纳村的大叶茶产业水平。

“好多工具都是新买的，需要
不断磨合。”王菊茹嘴里喃喃道，

“继续按照之前的标准，严控质量，
提前准备，算好提前量，就不怕制
出的茶叶品质有所变化。”

以前，夫妻俩用双手揉捻每一
片茶叶，再把它们捧进铁锅翻炒，
放在炭炉烘干，但铁锅只有一个，
炭炉就四五个，产能有限，条件很
简陋。老茶坊面积小，茶青不能采
摘太多，存放不了，来不及加工处
理，就会坏掉。

剪完枝条回家的路上，王菊茹
走进新茶坊，看到王柏和在擦拭工
具，笑容逐渐舒展开来。“一楼是
制作车间，炒茶、烘干都在这里，
二楼是库房，存放成品茶。”王柏
和介绍。

“新茶坊产量可比老茶坊扩
大好几倍，如果满负荷运行，人
手可就忙不过来啰！”王柏和说，
每道制茶的工序在新茶坊里都有
独立的区域，不再像老茶坊那样
挤在一块。

“你看这些灶台有10多个，再
也不像老茶坊那样，灶台少，茶叶
经常来不及烘干，制作不了太多成
茶。”王菊茹爽朗地笑着。

说话间，王柏和端出热茶，高
兴地说道：“新茶坊的建成打消了
我这两年的一个顾虑，游客多的时
候都挤在老茶坊里，我们根本照顾
不过来，新茶坊使用后，我把老茶
坊敞开，大家随意参观，产业发展
和生态观光两不误。”

（本报五指山12月17日电）

2024年1月至9月
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905.44 元

同比增长

2.9%

2024年1月至10月
接待游客

12.95万人次

旅游收入

647.71万元

三亚
博后村

海口
施茶村

五指山
毛纳村

2023年
集体经济收入
（含村民小组）

1025万元
成为三亚首个

村集体经济收入
突破千万元的行政村

博后村

火山石斛
产值近3亿元

销售收入
累计1亿余元

村民人均年收入
3.6万元

施茶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