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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岛无处不飞花
本报记者 王 伟

海岸边，椰树摇，清凉陌上游人笑。在

海 南 岛 上 ，随 时 随 地 映 入 眼 帘 的“ 一 树 一

花”，常常让人们心旌摇动心怀流连，这便是

海南的“省树省花”——椰树和三角梅。她

们从海南青翠欲滴的热带雨林中走来，从海

南丰富的树木和花卉资源中脱颖而出，成为

浪漫热烈海之南的名片符号。

海南有句谚语：“插根扁担就能活。”优

越的雨水、光热条件，造就了海南的树木资

源。据统计，海南全省森林覆盖率达 62.1%，

森林蓄积量 1.61 亿立方米，森林面积约 3208

万亩，全省共完成植树造林面积 16.4 万亩。

绿色是海南最美底色。推动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和绿色崛起，勾勒出一幅朝气蓬勃，

以“绿”为主色调的生态画卷。当前，海南正在

奋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加快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让更多生态“硕果”惠及群众。

椰风海韵

“累累青子压秋房，千尺高株挂碧苍。”

无需看诗名，光是读明代海南诗人王佐的这

两句诗，椰树的形象便跃然纸上。椰树在海

南已有 2000 多年历史，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有椰树的地方便是海南人的故乡。

“椰树之上采琼浆，捧来一碗白玉香。”

漫步在海南的大街小巷，人们或三三两两或

围桌团聚，捧着个椰子轻啜细品，惬意舒适，

怡然自得。

在海南还有一种说法——“海南椰子半

文昌，东郊椰林最风光”。在绵延十里的东郊

镇海岸线上，椰树组成一条一望无际的林带，

可谓海岸线上一道天然绿色屏障，在抵御台

风侵袭的同时，也稳固了琼岛生态环境。

椰 子 成 就 了 丰 富 的 旅 游 产 品 。 近 几

年，国内首座以椰子为主题的旅游观光工

厂——春光椰子王国被评定为国家 3A 级景

区。“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亲眼见到一颗椰

子如何变成椰子糖、椰子饼干等各类休闲食

品的过程，还可以进一步研学，了解椰子在

海南的历史，生态价值得以变现。”春光椰子

王国工作人员陈晓秀说。

椰树作为海南热带经济作物重要的“六

棵树”之一，现在总种植面积为 50 多万亩，占

全国椰子种植面积的 99%。椰子是典型的热

带木本油料树种，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观

赏价值，除了闻名遐迩的海南特产椰子糖、椰

子粉，以椰子为原料的新饮品也不断涌现，备

受年轻消费者喜爱。如瑞幸咖啡推出生椰拿

铁、茶百道推出“生打椰”系列茶饮、麦当劳推

出牛油果椰椰麦旋风⋯⋯“椰”消费越来越

火，背后蕴含着椰子巨大的经济价值。

2015 年，从小接触椰雕的海南琼海人张

必弟从深圳回到家乡，将椰雕工艺品制作与

电子产品、纪念章、文创产品等相结合，让传

统椰雕融入现代生活。“椰雕工艺品不仅要

美观大方，更要兼具实用性，这样才能使非

物质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张必弟说，未

来，他希望椰雕能够进一步走进校园，让更

多孩子了解椰雕，将椰雕工艺传承下去。

“在国际上，以椰子为原料生产的产品

已经有 360 多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玉锋介绍，不仅是食

品，海南椰子产品已经覆盖化工、轻工、医药

等多个领域。

目前，海南椰子加工企业有 359 家，开发

生产椰子汁、椰子糖、椰子粉、椰雕工艺品、活

性炭等产品品类 260 余种，年产值超过 30 亿

元，形成了椰树、椰国、春光等一批知名品牌和

国家农业龙头企业，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发

展和农民增收，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向好。

和椰子有关的传说、非遗椰雕、“椰树精

神”、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金椰奖⋯⋯更是赋

予了椰子更多人文气息，化作小岛居民宝贵

的精神财富。

三角梅开

“一枝花连通城乡，一枝花催生百业”。

三角梅原产于美洲，现国际登录品种达 500

余种，海南已引种栽培 400 多个品种，种植面

积达到 6000 亩。

走进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的三角梅共享

农庄，上百个品种的三角梅争奇斗艳，放眼望

去，一簇簇怒放的三角梅十分娇艳。人们或

坐在花间咖啡屋闻香品茗，或穿梭于花丛中

拍照留念。共享农庄内的热闹场景，折射出

海南花卉产业发展的巨大活力。

海口三角梅农庄以三角梅种植带动周

边乡村花卉产业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举办

了“海口三角梅花展”。“海口三角梅花展是

海南省乡村花展的首创之作，是实现乡村振

兴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三角梅共

享农庄负责人吴林桥说，花展期间日入园游

客最多达 3000 多人次。2020 年和 2021 年两

届花展累计观展人数达 15 万人次，带动三角

梅产品销售额 800 多万元。

竞相绽放的花朵，不仅把城市装扮得分

外妖娆，也吸引人们驻足观赏。在海口市万

绿园里，泰国宫粉、橙色三角梅、同安红三角

梅、火凤凰三角梅正盛放。公园南门，一座

座由三角梅搭建成的心形拱门成为园区热

门打卡点。

“傍晚时分，伴着习习海风，入园来散步

赏花的市民游客明显增多。”海口市万绿园

管理处主任李雯说。

一株三角梅，为昌江建设“山海黎乡大花

园”增色不少。在海南昌江棋子湾花卉产业

园内，道路两侧种植三角梅的苗圃连绵成片，

五颜六色的三角梅灿若丹霞，整个产业园繁

花似锦、姹紫嫣红，令人如痴如醉。

“棋子湾花卉产业园是以三角梅为主导产

业的万亩花卉产业园，他们积极探索‘产业+文

化+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模式，打造农旅多元化

示范基地。”昌江黎族自治县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梁泽说，未来产业园将实现年产三角梅种

苗500万株以上，各类造型盆栽100余万盆，年

接待游客100余万人次，将解决1500多人的就

业问题，实现年产值3亿多元。

百花满园

琼海是海南油茶加工的主产区，有着

“北仍山”“品香园”“量子”等 12 个茶油品

牌。“油茶不仅是海南的乡土树种，也是木本

油料主要树种，3 到 4 年就有果收，每亩年收

益可达 1.5 万元。”琼海市热带作物服务中心

主任戴俊说，作为“中国油茶之乡”，琼海油

茶加工在当地已经形成了产业集聚。此外，

在琼海生产的油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85%以上，品质优良，深受消费者青睐。

日前，海南省第一届沉香产品拍卖会在

热带花卉交易（拍卖）市场举办。现场拍出

560 件拍品，成交金额达 860 万元。这场拍

卖会，是海南积极构建花卉产业发展新格局

的 一 个 缩 影 ，推 动 花 卉 产 业 提 质

增效。

海南省林业局党组

成员、总工程师周亚

东 1988 年 就 来

到 海 南 工

作。他说：

“我们一

直致力

于保护海南岛的代表性树种，比如乡间旷野广

种椰子、花梨、沉香、橡胶、槟榔、油茶‘六棵

树’，既改善了生态环境，又鼓起了百姓腰包。”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在海南的花卉产业基地、产业园内，三角梅、

兰花、空气凤梨等各种花卉蓬勃生长。截至

2022 年，海南省花卉种植面积达 20 多万亩，

花卉产业产值突破 60 亿元，各类花卉经营主

体总数超过 1 万个，花卉从业人员超 6 万人。

在我国，花卉产业形成了“西南有鲜切

花、东南有苗木和盆花、西北冷凉地区有种

球、东北有加工花卉”的格局。面对市场竞

争，海南依托光热条件突出、旅游市场活力

足、花卉种质资源丰富等资源优势，做大做

强花卉产业。金钱树、冬季菊花等成为海南

花卉的标志产品，“云南的花，海南的叶”已

深入人心。“如今海口的鲜切叶在全国鲜切

叶市场占有量约 80%。”海口市林业局办公

室主任古聪说。

一片绿叶带动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百

姓。琼山区云龙镇岭脚热作场的工人李玉

荣退休后，每天除了打理自家种植的 6 亩散

尾葵，还利用闲暇时间在基地裁剪散尾葵以

增加收入。“不用出远门就能靠着散尾葵赚

钱，生活比以前更好了。”李玉荣说。

去年以来，海口积极谋划海南热带花卉

交易（拍卖）市场建设。今年 1 月，该市场开

业运营，截至目前，已吸引近 50 家省内外花

商入驻，形成产业集聚。

“市场按照‘九位一体’要求进行建设，致

力于打造成国家级的热带花卉交易拍卖市

场。”海南热带花卉交易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社生说，市场内配置了目前海南省内最先

进的拍卖管理系统，以提升海南花卉产品线

上拍卖交易与电商运营在全国的市场份额。

产业的集聚效应也辐射带动了周边村镇

的花卉产业发展。海口杜博花卉专业合作社

是位于云龙镇的一家老牌农民合作社，在负

责人杜世河看来，花卉交易市场给他和花农

带来了信心，一方面引入外部企业为他们提

供新品种、新技术；另一方面拓展销售渠道，

让他们不愁销售。“目前我们正在与一些公

司洽谈引进种植荷兰郁金香，线上销售

平台也正在搭建，有了花卉交易市

场的帮助，我们更加敢闯敢试

了。”杜世河说。

茶旅融合乡村富美
本报记者 童 政

夏日的清晨，广西百色市西林县足别

瑶族苗族乡央龙村云雾萦绕，山峦叠翠，宁

静悠然。漫步在观光栈道上，呼吸着森林

的气息，令人心旷神怡。

央龙村坐落在海拔 1300 米的九龙山

上，分布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有万亩连片

野生杨梅以及高山沼泽湿地、瀑布等，还有

全国罕见植株密集的桫椤群、千亩“苗岭茶

台”、百年古茶树丛、千亩毛竹林，自然生态

景观十分优美。

依托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央龙村积极

打造茶旅经济，走上了农旅融合发展的新

路子。

“自从九龙山打造成乡村旅游景点后，

周末、节假日都有很多的游客来游玩，我们

出租民族服装给游客打卡拍照，卖些饮料、

特色小吃，收入很可观，现在不用外出务

工，在家门口就可以有收入了。”足别瑶族

苗族乡央龙村村民项金求说。

央龙村是西林县生态经济发展的一个

缩影。西林县 98%的面积为土山。西林县

生态环境局局长黄前介绍，西林县充分利

用山地资源丰富的优势，坚持生态立县，依

托绿色资源，聚焦“一区一带一中心”全域

旅游规划布局，让越来越多的群众端起“生

态碗”，吃上“旅游饭”。

依托自然生态环境优势，西林县大力

发展生态茶叶产业，围绕生产加工、品牌打

造、茶园旅游等产业发展积极引进龙头企

业，推动茶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广西西林京桂古道茶业有限公司是西

林县招商引资引进的大型茶叶生产企业。

自入驻西林县以来，公司通过“公司+基

地+合作社（协会）+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

全镇茶叶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2022

年古障镇年产干茶 3600 吨，年产值 1.3 亿

元。同时，公司还加快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将京桂古道有机良种生态茶园打造成集特

色生态农业、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

综合性乡村旅游景区。

砂糖橘是西林县又一个重要产业。为

使砂糖橘闯进高端市场，西林县以龙头企

业带动，采取创建品牌、保护品牌、推广标

准化生产等手段，做大做强砂糖橘产业。

广西西林泰源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西

林县首家上规模的果品企业，公司采取“公

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把小面积砂

糖橘种植户吸纳进来，提供有机肥和管护

技术，每年以不低于市场价收购。目前，公

司已建成集果品加工、注塑加工、清洗包装

为一体的综合生产线，可年产 350 万个果

筐，日选果量 1000 多吨，年产值 5000 万元。

目前，西林县以砂糖橘为主的柑橘类

水果年产量 40 多万吨，年产值高达 20 亿

元，已建成 20.83 万亩以砂糖橘为主的柑橘

类水果、10.03 万亩茶叶、15.3 万亩油茶、

11.39 万亩以铁皮石斛为主的林下经济“四

个十万亩”特色产业。

在坚持发展生态农林产业的同时，西

林县推进万峰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驮娘江

文化风情旅游带、月亮山景城一体旅游集

散中心三大板块 23 个文化旅游项目建设，

着力打造“千年句町·九香西林”文旅品牌，

构 建“ 一 区 一 带 一 中 心 ”全 域 旅 游 发 展

布局。

西林县普合苗族乡新丰村是 1998年从

天生桥水电站淹没区搬迁来的移民新村。

依托依山傍水的自然生态环境，新丰村以

“景村融合”发展理念，不断优化基础设施

建设，新建了“鸟巢”、风铃桥等乡村特色

景点。

“现在云南、贵州、四川的游客经常来

我们万峰湖景区游玩、钓鱼，节假日的时候

我们这里房间都是住满的，现在我们沿湖

的群众都吃上旅游饭了。”农家乐经营者李

连忠高兴地说。

李 连 忠 是 西 林 县 马 蚌 镇 鲁 维 村 人 ，

2018 年他在鲁维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效

益不错。在县里大力打造万峰湖国家旅游

度假区的机遇下，他今年又开起 4 家农家

乐，为游客提供食宿、游湖等服务。

截至目前，西林县已荣获“广西避暑旅

游城市”“广西森林县城”等称号，创建了一

批星级乡村旅游区。“2023 年一季度，全县

共接待旅游人数 27.74 万人次，同比增长

61.66% ，旅 游 收 入 2.7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8.23%。”西林县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

长廖世锋说。

近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发

布《北京市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方

案（2023—2025 年）》，提出加快推进

重点领域、区域和行业可再生能源替

代，着力扩大绿色电力市场化应用规

模，争取到 2025 年全市可再生能源电

力消纳责任权重达 25%左右。此次行

动方案的出台，对推动可再生能源高

比例、规模化发展，促进国内绿电行业

全面提速提供了较好参考。

当前，包括新疆、内蒙古等在内的

多个省份正积极推动风电、太阳能发电

以及风光电一体化项目。国家能源局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31.6%，其中风电、光

伏年发电量首次突破 1 万亿千瓦时。在

“十四五”期间及更长一段时期内，我国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将迎来广阔空间，但

也面临不少挑战。

一是绿电持续稳定供应能力不足。

我国能源生产消费呈逆向分布，仍需大力

提升电源灵活调节能力和系统消纳新能

源的潜力。确保绿色电力供需平衡、实现

绿电稳定供应，既要解决其随机性和波动

性问题，实现稳定输出，又要解决绿电供

应与用电负荷峰谷变化的匹配问题。

二是绿电仍面临价格和成本挑战。

随着我国新能源进入平价时代及“双碳”

目标持续推进，市场对绿电电价的接受程

度大幅提升，绿电的电量与电价之间的矛

盾有望解决。然而，当前部分省份实行绿

电项目向下竞价，导致申报电价大幅低于基准燃煤价，若风机及光

伏设备成本下降进度不如预期，绿电行业的投资收益将受到影响。

三是绿电市场化程度不够充分。近年我国出台政策文件引

导绿色电力消费，有力促进了新能源的消纳。然而，目前我国参与

绿电交易市场的经营主体相对有限，市场活力未能得到完全激发。

四是绿电的环境价值尚未完全体现。近年来，我国绿电交

易政策及相关体制机制逐步发展完善，但国内绿电交易与碳交

易市场机制并存，绿色电力的环境属性不明确，国内国际市场未

能有效对接，绿电的环境价值未能充分实现。

所以说，绿电不仅要发得出、供得上，更要用得好。坚持集

中式和分布式并举，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发挥我国大型清洁

能源基地的“集团军”和“主力军”作用，因地制宜重视分布式能

源发展。重点加强绿色电力基地和输电通道建设，充分发挥财

政、金融、环保等政策的作用，为绿色电力行业提供有力支持。

扩大重点领域绿色电力应用。在工业领域，侧重在生产制

造企业、数据中心等大型用电企业组织开展绿色电力大用户交

易，鼓励其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比重；在建筑领域，积极推进城

市副中心、公共机构等实现绿色电力替代；在交通领域，重点推

进公交车、物流车、环卫车等电动化替代，将充电桩换电运营企

业纳入绿色电力交易体系。

推动绿电行业规模化发展。通过开展绿色电力消费服务

平台建设，组织提供绿色电力交易服务等，进一步拓宽绿色电

力认购渠道，推广绿色电力证书。还可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

直接采购、电力公司代购、购买绿色电力证书等可核证的方

式，参与绿色电力认购。

加强绿电、绿证与碳市场衔接及国际对接。继续扩大绿

电交易市场覆盖范围，优化绿证核发制度，拓展绿证交易平

台，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同时深入推进国内碳市场建

设，丰富碳金融工具产品，完善配套监管政策措施，做好同

国际碳市场、碳关税政策的对接工作。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助理研究员）

绿电需供得上更要用得好

何七香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李李 静静 美美 编编 倪梦婷倪梦婷

海南文昌东郊椰林一角海南文昌东郊椰林一角。。 袁袁 琛琛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海口市的三角梅海口市的三角梅竞相绽放竞相绽放，，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

石中华石中华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广西四星级乡村旅游区西林县普合苗族乡新丰村广西四星级乡村旅游区西林县普合苗族乡新丰村。。

李光琳李光琳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海口市红城湖公园海口市红城湖公园

景色宜人景色宜人。。

张俊其张俊其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