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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林 风 味 看 琼 中
本报记者 王 伟

近年来，地处海南岛中部山区的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将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

紧密结合，吸纳、鼓励和引导群众参与生态

项目建设，大力发展特色生态农产品，打造

“琼中好味”特色品牌，将生态资源转换为发

展红利，孕育出缤纷多样的琼中农产品。

与国家公园山水一体、生态一体、雨林

文化一体的琼中，是海南雨林食物宝藏之

地，是海南三大河流（南渡江、昌化江、万泉

河）的发源地，海南第一、第二高峰均位于琼

中境内，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共享雨林

生态环境。琼中地区有 4.3 万亩土地入选全

国首批天然富硒土地，有数不尽的雨林特色

美食。

稻酒飘香

山兰稻是黎族的山地旱稻，是黎族人民

在长期生活实践中筛选出来的适宜干旱地

带种植的稻种。“一家煮饭全村香”，山兰米

馨香扑鼻且营养丰富，是黎族迎接贵客的珍

品。用山兰米酿造的山兰酒，具有独特醇厚

的芳香。

眼下正是山兰稻收割季节，走进琼中上

安乡南万村，只见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村

民们在地里忙着收割山兰稻。村民王志妹

说：“和水稻不一样，山兰稻是种植在坡地上

的旱稻，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有种植。”此前由

于抽穗期鸟害严重、产量低，当地人一度放

弃种植山兰稻。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村民

们在山兰稻地里装上了价格实惠效果又好

的防鸟网，与海南山栏酒庄公司共同打造山

兰稻示范景观区 300 余亩，既引入了发展资

金，又建起了旅游景观区。

琼中以推动海南琼中山兰稻作文化系

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抓手，不断

延伸山兰稻产业链，做大酒水加工产业，加

强科技创新攻关。帮助企业申请“科创贷”

等贷款产品，投入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1000 万

元，支持企业用于采购山兰酒酿造原材料、

厂 房 生 产 设 备 等 ，提 升 山 兰 酒 生 产 加 工

能力。

“通过在山兰稻种植技术、优良品种选

育、酿酒工艺升级和山兰稻新产品研发等方

面不断创新，目前酒庄已经形成包括

‘拙酎’‘黎匠’等山兰酒品牌

和山兰粽等衍生品在内的

一专多品产业发展格局。”海南山栏酒庄创

始人鲍青海说。

打响品牌

在海南乡村振兴网品牌专家、“琼中好

味”区域公用品牌首席顾问肖惠来看来，“琼

中好味”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启动，意味着琼

中农产品开始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琼中农产品丰富，不少品牌经过近些年

的精耕细作已经获得了市场认可。“山里好

货”琼中畜牧产品连续三年保障供给国家极

地科考，山兰米更是被纳入中国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海南琼中山兰稻作文化系统”，琼中

大叶茶系列“雨林春芽”和“雨林红茶”均获

得第二届世界红茶产品质量“金奖”。

2021 年，北京绿色交易所正式为母山咖

啡颁发“碳中和”证书，母山咖啡成为我国第

一款实现碳中和的咖啡。“从树木种植到果

实采摘，我们全流程不使用农药化肥和农用

机械，采用人工挑豆、光伏发电烘焙及可生

物降解封装材料等绿色生产模式，有效降低

农产品在生产、包装、物流、消费等过程中的

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实现‘从种子到

杯子’全产业链的无碳化。”海南农垦热作产

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豫说。

凭着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品牌理念，

“ 零 碳 咖 啡 ”一 经 推 出 就 获 得 市 场 广 泛 认

可。自 2021 年 8 月 30 日首家直营馆在海南

海口开业以来，短短 3 年时间，母山咖啡已经

开了 30 余家线下门店。2023 年，母山咖啡

有限公司的销售额突破 1 亿元。

2023 年海南省第十届琼中绿橙开摘旅

游季启动仪式暨第二届琼中绿橙采购商大

会完成“琼中绿橙”签约总量 640 万斤，签约

总金额达 5800 万元，“琼中绿橙”完成了从

“走进来”到“走出去”的一大步。截至目前，

琼中绿橙种植面积达 3 万亩，挂果面积 1.8 万

亩 ，预 计 2024 年 总 产 量 将 达 1 万 吨 ，产 值

1.75 亿元。

2023 年，海南省出台《关于海南省农业

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计划利用 3 年时间，

在全省培塑一批品质过硬、特色突出、竞争

力强、知名度高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琼中县紧紧抓住这一大好机遇，加快推

进“琼中好味”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建设。2023 年 2 月 9 日，琼中将“琼

中好味”这一区域公用品

牌重点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以质兴

农、品牌强农的琼中实践。

结合琼中生态农业产业具有“小而精”

“小而美”“小而活”“小而暖”的特点，琼中邀

请国内知名品牌机构制定全县农业品牌发展

规划。琼中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周魁龙介绍，

一是做好“琼中好味”区域公用品牌管理办

法，做好品牌授权管理和运营；二是继续强化

和完善以琼中绿橙为代表的单品类区域公用

品牌持续建设；三是提升与孵化琼中域内企

业品牌、产品品牌的打造与营销推广。

助农创收

“去年，黎母山镇启动‘红色黎母·咖香

橙 韵 ’项 目 ，推 动 20 个 子 项 目 建 设 ，实 现

2023 年全镇 12 个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同比增长 11.0%⋯⋯”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委副书记、县长郑达峰说。

2023 年，琼中从项目谋划着手，整合包

含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各级财政资金、社

会投融资在内的资金超 2 亿元，在黎母山镇

辖区启动“红色黎母·咖香橙韵”项目，围绕

咖啡、绿橙重点产业，因地制宜推动 20 个产

业项目落地建设。黎母山镇党委书记高永

川说：“我们通过建设多个美丽乡村和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基地，打造一批相对集中、具

有带头作用和辐射作用的示范点，最终实现

红色基因、黎族苗族文化、美丽乡村建设、垦

地融合发展的一体推进。”

黎母山镇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坚持强化

带动效益与提升带动能力相结合，积极探索

联农带农机制，以村级企业为纽带，联合

海南翔尔生态农业、海南农垦母山咖啡

等龙头企业，入股乡村振兴项目，大

力发展琼中绿橙、凤梨和咖啡等产

业，让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为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带动农民增

收提供机制保障。

位于黎母山镇的海南翔尔生态农业有

限责任公司的生态果园内，绿橙、脐橙、葡萄

柚等果树种类繁多、枝繁叶茂，工人们热火

朝天地采摘绿橙。

“目前绿橙园累计吸纳当地农民工就业

170 人次，人参果项目带动周边村民劳务增

收超过 15 万元。”海南翔尔生态农业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王有华说。

截至目前，翔尔绿橙园、林下套种凤梨

项目、人参果种植项目等 8 个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项目均已竣工，有效推动了黎母山镇

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农户增收。据统计，

2023 年该镇 12 个行政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 20621 元，同比增长 11.0%，村集

体经济收入均超过 5 万元，其中超 10 万元的

村有 9 个，超 20 万元的村有 3 个。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书记蒋莉萍说，

未来将进一步推动琼中实施品牌战略，强化

农业品牌建设规划，完善农业品牌运营管理

机制和体系，以打造“琼中好味”区域公用品

牌为引领，通过市场运作与政府引导相结合

的方式，推动琼中农业品牌建设

提质增效，强化品牌意识和品

牌培育能力，以品牌建设助

推琼中农产品提升竞争

力，从而促进琼

中经济发展。

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将从 12

月 1 日起全面推向全国。社会各

界普遍认为，此举将有效增强全

社会的节水意识和动力，促进节

水型社会建设。

我 国 水 资 源 总 量 居 世 界 第

六位，但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

平均水平的 35%。我国目前有 16

个省份人均水资源量（不包括过

境水）低于严重缺水线，近三分之

二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预计

水资源需求量持续增长，供需矛

盾将更加突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着日益

严峻的水资源短缺挑战。

我国特殊的水情决定了我们

必须加快推进由粗放用水方式向

集 约 用 水 方 式 的 根 本 性 转 变 。

可以说，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迫

在眉睫。资源税是引导资源合理

配置、高效利用的重要手段。从

前期在河北、北京等 10 个省份开

展的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效果来

看 ，试 点 地 区 在 抑 制 地 下 水 超

采、转变用水方式、促进节水改

造、规范取用水行为等方面都取

得了明显成效。如，河北作为首

个 开 展 水 资源费改税试点的省

份，试点 8 年来，全省万元 GDP

用水量由 2015 年的 70.8 立方米

下降到 2023 年的 42.5 立方米，降

幅 达 40%；地 下 水 开 采 量 由 134

亿立方米下降到 75 亿立方米，降

幅达 44%。

从微观层面看，在税收杠杆

调节下，不少钢铁、采矿等行业用

水大户强化内部管理，通过采用

节水技术、更新改造设备等手段，

既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又降

低了自身税收负担，实现了经济

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用好水资源税的调节作用，

是已经被证明了的促进水资源高

效集约循环利用的有效手段。首

先，要发挥好多重政策的协同效应，打好“组合拳”，促使从

“要我节水”逐步向“我要节水”转变。既要发挥好水资源税

的刚性约束作用，持续增强全社会节水意识和动力；也要同

步完善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有关促进绿色发展的

政策体系，多举措降低节水技术设备使用成本，鼓励企业大

胆实施节水改造和技术创新。

其次，要发挥好地方政府的主动性能动性。根据《水资

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水资源税收入全部归属地方，并

赋予了地方根据水资源状况、取用水类型和经济发展等情

况设置水资源税差别税额的权力。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履行

好管理、保护、开发水资源的职责，科学制定规划，划定利用

红线，防止无序过度开发水资源，保障水资源安全；另一方

面要持续深化改革，用好减征、免征等税收优惠政策，强化

分类调控，既有效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水需求，又推动改变

不合理用水方式，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以最

小的水资源消耗换取最大的发展成果。

用好水资源税调节作用

吴秉泽

江西宜丰——

矿山绿了 环境美了
本报记者 刘 兴

晚秋时节，江西省宜春

市宜丰县境内的九岭山依然

林野苍劲、翠色如黛，绵延

青山与秀美乡村浑然相

融，宛如一幅美丽的江

南山乡画卷。

宜丰县坐落于

九岭山腹地，山上

丰富的锂云母资

源 让 其 成 为 锂

电新能源产业

发 展 的 热 土 ，

但 也 给 当 地

带 来 不 少“ 烦

恼 ”。 曾 经 的

粗 放 开 采 使 山

体千疮百孔，逶

迤 山 脉 留 下 一 道

道“ 伤 疤 ”。 近 年

来 ，宜 丰 县 坚 持 在

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统筹政府、企业、专

业机构等多种力量，全力推动绿色矿山创建。

目前 5 座在产矿山全部达到绿色矿山创建标准，

2 座在建矿山也实现边开采生产、边创建保护。

“过去，道路上尘土飞扬，家里一天到晚都

不敢开窗，晴天出门要戴口罩。现在空气清新，

看不到蒙蒙尘土了。”家住九岭山脚下的宜丰县

花桥乡白市村村民毛远南说。

问题在山下，根子在山上。上世纪 90 年代

以来，九岭山核心区先后开发了 10 多座矿山，开

采设施落后，粗放管理不仅使山体得不到及时

的生态修复，还破坏了生态环境，支撑农民致富

的“钱袋子”逐渐沦为影响生态治理质量的“破

摊子”。

从 2022 年开始，宜丰县打响矿山生态环境

修复攻坚战，聘请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院等专

业机构担任“矿山管家”，细化绿色矿山创建

100 项标准，制定绿化养护、扬尘防控、水系巡

查、在线监测等 10 多项专案，抽调林业、应急、

水利等相关部门专业人员组建工作专班，“一

矿一策”推进矿山治理、植被恢复、水土保持等

绿色矿山创建行动。为落实绿色矿山创建各

方责任，宜丰县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群众

主力，建立矿山生态修复基金，累计投入资金

1.9 亿元；建成专门指挥调度平台，构建自然资

源、环保、村党组织等多方力量联动的执法监

管体系，定期开展线上线下联合巡查，推动创

建工作做深做实。

“开展绿色矿山创建以来，我们通过喷坡复

绿、播撒草籽、栽种树木、铺设草皮等方式，累计

修复矿区面积 3 万余平方米。”宜丰县自然资源

局局长彭霄说，按照“采矿不见矿”的要求，7 家

在产在建矿山做到了应复尽复，修复治理率达

到 100%。

绿色矿山创建的严苛标准，也倒逼矿区企

业主动求变，寻求常态化长效化的创建方法路

径。宜春时代新能源矿业公司率先开展智慧绿

色矿山建设，打造无人挖掘、管廊运输、即时修

复的生产和治理体系，基本实现矿山开采保护

现代化，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我身

后这条管道长度有 9.8 公里，一头连接山上的采

矿区，一头连接山下的选矿区，全程密闭运输，

让之前的道路拥堵、车辆遗撒、扬尘治理等问题

不再出现。”企业负责人刘申态说，此举不仅破

解了生态保护难题，也为企业每年节约成本超

过 2000 万元。

矿山绿了，生态好了，矿区乡村百姓生产生

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以前一些村民因为生

态环境不好，不愿在家门口打工，现在回来工作

的人越来越多了。”花桥乡仁义村党支部书记周

茂林说，附近的矿区企业春友锂业把绿山矿山

创建延伸到村里，推进河岸治理、水系保护等工

作，村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美。

“创造矿山绿色环保的未来，才能确保生态

保护优先，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宜丰县

委书记康健说，近年来，宜丰先后获评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县、江西省“两山”转化创新实践

基地，锂电新能源产业一跃成为全县的首位产

业，2023 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了全县规上工业

企业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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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宜丰花桥矿业有限公司白水洞矿山满目翠绿江西宜丰花桥矿业有限公司白水洞矿山满目翠绿、、生机盎然生机盎然。。

何贱来何贱来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①① 琼中绿橙硕果累累琼中绿橙硕果累累。。

图图②② 琼中新伟茶园绿意盎然琼中新伟茶园绿意盎然。。

王丽娟王丽娟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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