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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哥岭地处海南中部山区“中心

枢纽”位置，地跨白沙、琼中、五指山、

乐东 4 个县市，是海南岛第一大河流

南 渡 江 的 发 源 地 ，被 称 为“ 琼 中 水

塔”，也是海南天然热带雨林保留最

完整、最原始的区域之一。得益于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设立，成功将

海南中部山区分散的自然保护区群

连片，形成连贯生态廊道。

自 2019 年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

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创新体制

机制，全面开展监测监管平台建设、

生态保护修复，强化科研支撑，构建

起覆盖试点区的森林动态监测“大样

地+卫星样地+随机样地+公里网格

样地”四位一体的热带雨林生物多样

性系统，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

质生态产品和生态安全保障，为国家

公园建设贡献了“海南样板”。

随着国家公园建设的深入开展，

在鹦哥岭片区，一幅生态保护、绿色

发展和民生改善相统一的美好画卷

逐渐绘就。

雨林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

岭片区，沿着盘山路向鹦哥岭深处进

发，山路两旁是遮天蔽日的五针松，

间杂着鹦哥岭特有的高山杜鹃花，山

崖下是欢欣跳荡的溪涧，溪畔梯田错

落有致⋯⋯“除了蕨类灌木，这里的

高大乔木将越来越多。”林间，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保护区南开

管理站护林员符惠全指着一株三四

米高的坡垒说，作为热带雨林指示性

物种，这几年种下的坡垒在次生林中

长势极好，这是热带雨林次生林得以

修复的凭证之一。

2011 年，22 岁的符惠全从部队退

伍，回到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

乡，成为鹦哥岭保护区南开管理站的

一名护林员。年复一年在雨林中行

走，即使风吹雨淋，也要踏着山路监

测、巡护、记录，这是每一个护林员的

日常工作，如今符惠全已经能准确识

别 300 余种动植物，还获得了林业助

理工程师职称，考了无人机驾照，担

任鹦哥岭多套图鉴编委以及多所学

校的雨林课堂讲解员。

“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

定性、持续性正在稳步提升。”符惠全

说，多年未发现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

圆鼻巨蜥重现雨林，目前在鹦哥岭片

区监测到圆鼻巨蜥种群数量约 30 只，

护林员与圆鼻巨蜥时常不期而遇。

走 进 鹦 哥 岭 动 植 物 博 物 馆 ，飞

禽、走兽、植物、真菌类等多种热带雨

林生物的标本展品栩栩如生。“这座

博物馆，是大众认识海南热带雨林的

一扇橱窗，希望带动更多人进入、认

识、热爱、珍惜热带雨林，让‘人人为

雨林，人人爱雨林’的国家公园文化

深入人心。”符惠全说。

“如今，保护雨林的力量正

在不断壮大。”符惠全说，鹦哥

岭分局一共有 389 名护林员，

实行网格化管理，结合天空地

一体化、红外相机监测、水资

源专项监测等多种监测手段

开展森林资源保护与监测工

作。自国家公园成立以来，砍

树、打猎等破坏森林资源案件发

生率明显下降。

截至目前，鹦哥岭已记录植物

2323 种 、脊 椎 动 物 512 种 、昆 虫

1276 种、大型真菌 232 种。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鹦哥

岭 分 局 生 态 保 护 科 科 员 刘 季

说：“近年来累计发现科学新

种 50 个，比如海南肿脉弄蝶、

伯乐树等，出版印制科普教

育读物 10 本。同时依托鹦

哥岭动植物博物馆及研学步道，超

过 278 家单位前来开展自然教育、研

学活动。自国家公园成立以来，接待

的自然教育、研学人数达 2 万余人。”

时至今日，鹦哥岭物种记录数据

仍在不断更新中。

新居

为推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的发展，2020 年 3 月海南开展排查和

清退国家公园范围内各类已有开发

项目，印发《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生态搬迁方案》，开展处于主要江河

源头等核心保护区的生态搬迁。目

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搬迁

完成度超 99%，将空间让给雨林的诺

言即将兑现。

“搬到新高峰村后，每人分到 10

亩橡胶地，政府还鼓励我们发展林下

经济。”在大山深处生活了大半辈子

的村民符洪清，在这一轮生态搬迁中

感受颇深。

“以前大家住在林区，护林意识

淡薄，就想着靠山吃山，毁林种地、砍

伐树木的行为时有发生。现在搬出

核心区，不仅生活便利了，还能最大

限度地减少人为破坏森林的行为，更

好地保护生态。”同时还是一名护林

员的符洪清感慨道。

作为海南省首个实施整村生态搬

迁的村庄，自 2017年 1月起，位于鹦哥

岭腹地的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原

高峰村）村民陆续搬出大山，整村搬至

毗邻县城的牙叉镇新高峰村，118户村

民自此住进了崭新的 59 栋联排两层

民居，过上了新生活，助力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建设。

新高峰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古海明介绍，白沙还统

筹资源引进优质农企，通过“政府+企

业+村集体经济+农户”的产业模式，

动员村民投工投劳建设菌菇瓜菜轮

作种植基地。2022 年，基地扩大至

160 多亩。尤其是自去年以来，在红

托竹荪轮作间隙，新高峰村还联动农

企培训村民利用自家橡胶林下空间

种植虎奶菇。

“高峰村生态搬迁后，南开河流

域水质不断提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 园 的‘ 水 库 ’功 能 得 到 进 一 步 保

证。”白沙黎族自治县治水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监督组组长符伯捍说。

茶园

“我们积极探索与白沙周边社区

深度融合，把生态资源禀赋变成发展

优势，将丰富的自然资源转换成资

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鹦哥岭分局局长李大江说，根据定点

定位调查，海南大叶茶广泛分布在国

家公园及周边社区，公园范围内有

2.98 万株野生的海南大叶茶，其中南

开乡片区内分布数量最多。

近年来，随着热带雨林大叶茶市

场走俏，白沙黎族自治县自 2022 年起

按照“政府+科研+企业+合作社+农

户”模式，由当地茶叶龙头企业海南

白沙农场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在具有

野生大叶茶资源优势的南开乡打造

茶苗培育基地，并组织茶叶专家及农

技 人 员 进 村 入 户 传 授 育 苗 及 管 护

技术。

去年 4 月，薄沙牌“白沙绿茶”碳

标签正式发布，这也是海南省首个茶

叶碳标签。“经核算，1 千克薄沙牌‘白

沙绿茶’的碳足迹为 15.03 千克二氧

化碳当量，纳入茶树碳汇后，碳足迹

为-9.22 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海南省

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吴晓晨介绍，

相关科研团

队 对 薄 沙 牌“ 白 沙

绿茶”茶树种植、加工包装、运

输销售、消费饮用、废弃物处理等全

生命周期的碳足迹进行评估分析，由

此体现碳汇价值，也为白沙进一步培

育与拓展茶叶消费市场铺好了“垫

脚石”。

“我们海南的早春茶比内地茶产

区早了 2 个月，并且一年可采摘 10 个

月，具备极好的季节差优势。”海南白

沙陨石坑茶业公司厂长李大强说，公

司正积极推动建设茶园标准化基地，

规范茶园种植管理，并打造白沙、薄

沙等茶叶品牌，辐射带动周边的茶农

发展绿茶产业。

如今，茶产业是中部山区市县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以白沙为例，白

沙推动白沙农场和细水乡、元门乡和

牙叉镇等乡镇的绿茶规模化种植，辐

射带动 4500 多户农民规模化发展绿

茶产业。2023 年，白沙全县茶叶种植

面积 1.13 万亩，年产值 1.3 亿元。

此外，白沙做大做强“陨石坑上

的茶叶”这篇文章，相继打响了早春

茶、冬茶、有机茶、野生茶、古树茶 5 张

“ 茶 名 片 ”,茶 叶 类 型 多 元 化 发 展 升

级，有效推动白沙农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其中，“白沙绿茶”2005 年被国家

认定为原产地地域保护产品的绿色

食品，“薄沙”品牌获得各项专利达 16

项，带动就业人数达 5000 人，实现人

均增收约 3500 元。

一棵棵茶树，一座座茶园，铺就

了 一 条 前 景 广 阔 的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之路。

多渠道支持生态农场建设

耿丹丹

近日，海南省已培育 12

家国家级生态农场、30 家省

级生态农场引发关注。作为

现代农业的一种新模式，生

态 农 场 以 其 独 特 的 环 保 理

念、优质的产品、创新的农业

技术以及促进农民增收等多

重功能，为农业绿色发展提

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相较于传统的农业生产

方式，生态农场更加注重生

态平衡和自然循环，要求把

发展粮食与多种经济作物生

产，发展大田种植与林、牧、

副、渔结合起来。随着社会

对环保、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的关注日益增强，生态农场

的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目

前，全国已累计评选出 777

家国家级生态农场。

然而，在实际发展过程

中，生态农场还面临着诸多

问题和挑战，比如政策支持

不足、成本投入较高、技能人

才缺乏、市场接受度低等，更

需要我们持续探索生态农场

发展的有效路径，持续抓牢

这一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的农业模式。

加 快 推 进 生 态 农 场 建

设，需要进一步完善技术体

系，提升创新能力。目前许

多生态农场在技术方面还存

在短板，比如缺乏先进的种

植技术、养殖技术和废弃物

处理技术等。因此，生态农

场的发展需要一套完整、科

学的技术体系作支撑。加强

与科研机构、高校的合作，引

入先进的生态农业技术和理

念，提高生态农场的种植、养殖和废弃物处理技术水

平。同时，鼓励生态农场进行技术创新和研发，支持开

展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的试验示范，提升整体创新

能力。

加快推进生态农场建设，需要不断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优化发展环境。生态农场建设目前来说还属于

一个新兴农业发展方式，虽然部分地方政府出台了支

持生态农场发展的政策，但还存在政策落实不够到位、

资金扶持力度不足的情况。因此，应该制定一系列包

括资金扶持、税收减免、用地保障等在内的普惠性政

策，进一步加大对生态农场建设的支持力度。

加快推进生态农场建设，还要加强知识技能培训，

提升人才队伍建设。生态农场深耕广大农村，要想实

现可持续发展，更需要加强农村技术人才的培养。因

此，需要建立完善的技术培训体系，定期开展生态农业

知识和技能培训课程，邀请专家学者进行现场教学和

指导，尤其要为广大农民提供生态农业方面的培训，提

高其技术水平和应用能力。同时，建立学习交流平台，

鼓励广大农户分享经验和心得，互相学习和借鉴，对在

生态农业方面取得显著发展成效的农户，可以设立奖

励机制，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力。

未来，生态农场建设的规模化发展是一个趋势。

如何在众多生态农场中处于优势？这更需要加强与行

业协会、合作社等组织的合作，推动形成产业联盟和联

合体，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才能不断提高生态农

场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市场竞争力。

近日，山东威海荣成市海驴

岛上黑尾鸥的繁衍数量达到峰

值，观赏黑尾鸥的最佳季节到

来。“听说荣成海驴岛的乘船环

岛游项目，不仅能欣赏海景，还

可以和海鸥近距离接触，很有

趣，所以就带着家人一起来感受

一下。”从河南郑州专程赶过来

的游客王志明说。

海 驴 岛 是 一 个 享 有“ 鸥 鹭

王国”美誉的海岛，距离陆地约

4 海里，面积约 0.11 平方公里，

因整座岛屿状似一只瘦驴卧于

海中而得名。岛上动植物资源

丰富，每年 4 月到 10 月，数以万

计的海鸥等海鸟在岛上生息繁

殖，其中黑尾鸥总数可达 4 万余

只，因此荣成市素有“中国黑尾

鸥之乡”的美称。如今，海驴岛

的黑尾鸥数量每年稳步增长，繁

荣栖息的背后，离不开当地政府

和居民的悉心守护。

走进海驴岛轮渡码头候船

大厅，“生态警务工作站”的标

识映入眼帘。“这是我们开展海

岛巡护的重要阵地，所有登船

环岛参观的游客都会从这里出

发，所以我们会在此常态化开

展保护黑尾鸥的宣传教育和巡

防监测工作。”荣成市成山头省

级自然保护区巡护科科长阎昭

林介绍。

海岛上，黑尾鸥集群列队。

草丛里、树荫下，黑尾鸥的鸟巢、

黑棕色带斑点的鸟蛋随处可见。

“海驴岛现在是一座无人小岛，因

岛上的生态环境优越，且严禁人

类活动，所以黑尾鸥栖息繁殖都

很随意自在。”阎昭林表示，为了

让海岛上的黑尾鸥有一个独立的

“栖息王国”，早在 2018 年，荣成

市就果断取消了登岛游，以减少

人类活动对鸟类生存环境的影

响。为更好监测海驴岛的生态情

况，当地在海驴岛及周边水域安

装了“智慧监控系统”和“在线水

质监测系统”，依托5G网络，实现

对海驴岛的重点区域及周边海水

的pH值、盐度、活性磷酸盐、亚硝

酸盐和石油类等水质理化指标

24小时全天候智慧监测。

技术支持是有力抓手，构建

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联动架构

是保护黑尾鸥良好栖息环境的

关键所在。近年来，成山头省级

自然保护区与西霞口村、龙须派

出所共同组建了由 12 名成员组

成的“海驴岛党员先锋服务队”，

在伏季休渔期和旅游旺季常态

化开展动植物资源保护、生态治

理修复等活动；安排专门人员看

守巡护海驴岛；联合观鸟协会、

旅游公司等民间组织、爱心企业

开展海鸟图片摄影展、“爱鸟周”

等主题宣传活动；打造“美丽海

岛守护者”志愿服务品牌，组织

爱心志愿者开展

海 域 清 洁 等 志

愿服务活动，让

社 会 各 界 广 泛

参 与 珍 稀 鸟 类

保护行动。

1999年，荣

成 市 西 霞 口 集

团开辟了龙眼港

至海驴岛的海上

旅 游 专 线 ，游 艇 上

的游客可以与漫天飞

舞 的 黑 尾 鸥 亲 密 互

动。当地采取环岛游的

方式，既让游客能观赏海岛

风光，也能有效保护鸟类生存环

境不受打扰，每年接待游客 70万

人次。海驴岛被国家海洋局宣

传教育中心评选为国家“十大美

丽海岛”特别提名，又被山东省

海洋渔业厅等部门评选为“齐

鲁美丽海岛”。

山东荣成——

环 岛 观 赏 黑 尾 鸥
本报记者 王金虎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李李 静静 美美 编编 倪梦婷倪梦婷

66 月月 2929 日日，，在山东省荣成市海驴岛风景区在山东省荣成市海驴岛风景区，，

游客们乘船进行环岛游游客们乘船进行环岛游。。李信君李信君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在鹦哥岭动植物博物馆拍摄的国在鹦哥岭动植物博物馆拍摄的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圆鼻巨蜥的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圆鼻巨蜥的

标本标本。。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蒲晓旭摄摄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的云海日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的云海日出。。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

片区片区，，山谷中的山泉水自上向下流淌山谷中的山泉水自上向下流淌。。

米红旭米红旭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

岭片区拍到的绯胸鹦鹉岭片区拍到的绯胸鹦鹉。。

廖高峰廖高峰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