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等生态资源和红色资源、非遗技

艺传承、闲置民居等有形无形资产，

加快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

化发展，特别是在“绿碳”项目开发

上继续加强探索实践，为海南争当

“双碳”工作优等生作出应有贡献。

作为全省唯一入选国家乡村

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的市县，白沙

更加坚定在乡村全面振兴道路上

勇当“排头兵”的信心决心，统筹县

域经济发展，加强县城、镇与村联

动，以打造“三个新村”绘就白沙和

美乡村新画卷。

打造农民收入节节高的“富民

新村”。大力实施促农增收措施，

落实落细各类惠农补贴政策。积

极完善联农带农富农机制，挖掘本

土创业致富带头人，组建农民导师

队伍，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在去年

提前3年完成一半以上行政村集

体经济收入超10万元的基础上，

引领带动更多村集体经济收入“破

十攀百”。把务工作为助农增收的

关键一环，构建县、乡、村三级就业

服务体系，加强实用性技能培训，

打造“白沙建筑工”“白沙茶工”两

个特色劳务品牌，每年帮助农村富

余劳动力超3万人转移就业，确保

农民收入实现“两个高于”目标，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保持

全省前列，不断收窄收入绝对值与

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

打造乡村颜值日日新的“宜居

新村”。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

验，推进“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

划编制，在已建成的165个美丽乡

村基础上，提档升级打造一批富有

白沙生态底色和黎苗特色的美丽

乡村。以环境美、生活美、人文美

为目标，持续深入整治农村人居环

境，推进乡村绿化美化，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推动形成生态生产生活

空间优化、乡村内在功能完备、村

民生活高品质的“白沙乡村印象”。

全面树立系统思维，更加注重城乡

互补、垦地融合、协调发展，全覆盖

推进垦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生

活垃圾保洁收运处理，垦地合力协

同推进垦区居民房屋改造、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垦地互促共赢。

打造乡村建设人人抓的“善治

新村”。把乡村基层治理作为打基

础、管长远的大事来抓，同步推进

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通

过完善乡规民约、创建文明家庭、

道德评议红黑榜、移风易俗宣传等

方式，引导群众树立自信向上的精

神面貌。完善基层议事协商治理

模式，鼓励群众在“家门口”建言献

策。组织党员干部常态化带头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激发村民参

与村庄共建共治共享的积极性，争

当乡村全面振兴的“主角”。

紧扣全会提出的构建开放型

生态型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发挥

好白沙生态资源的优势，做好“胶

茶药果”融合文章，打造“生态+”复

合型大健康产业体系。

种好“两棵树”。发展壮大橡

胶和茶树两棵“摇钱树”，打牢高质

量发展的实体经济根基。与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合作，

推动橡胶全产业链发展，推行橡胶

“宽窄行”全周期种植模式，发展林

下“+益智”“+粽叶”“+食用菌”等特

色产业，特别是着力把“万亩、亿元”

林下菌菇产业培育成白沙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实施茶产业

提升行动、茶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发挥“四个首创”优势（即成立全省

首个茶树省级林木种质资源库、建

设全省首个茶叶研究中心、发布全

省首个茶叶碳标签、施行全省首个

地方性茶叶类别团体标准），推动茶

产业向高端精品方向发展。利用

热带雨林深处的海南大叶茶、古茶

树、野生茶优质种质资源，进一步释

放早春茶、冬茶、有机茶、野生茶、古

树茶5张“茶名片”的经济效益，持

续烧旺茶产业这把火。

育好“土特产”。做足“季节

差、名特优、绿色有机”文章，立足

生态资源禀赋，打造一批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产业，培育壮大青松南

药和山兰稻、打安兰花、元门咖啡、

七坊红心橙、荣邦苗木等具有白沙

印记的“土特产”。加大品牌打造

和形象宣传力度，结合黎苗文化、

农耕文化、生态文化，讲好白沙农

产品的“生态故事”“文化故事”，将

产品优势转化为产值优势。依托

元门乡罗帅村、七坊镇高石老村、

邦溪镇芭蕉村等中国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和“阿罗多甘”“五里路茶

韵”“白沙生态茶园”等特色共享农

庄，抓好“农文旅”融合，加快推进

形成“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

复合型大健康产业体系，让“土特

产”与乡村旅游双向赋能，增强产

业发展活力。

对标对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作出构建生态产业体系的白
沙贡献

打造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
县的白沙样板

扛起坚持不懈深化改革的白
沙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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