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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经济活力是这样链成的

【欧洲时报讯】海南是中国唯一
热带海岛旅游目的地。在游客看来，
买点当地产的茶叶，是馈赠亲朋好友
的良好伴手礼。其中澄迈县生产的苦
丁茶因品质优良，受到许多游客的青
睐。

在澄迈县金江镇万昌村椰仙苦丁
茶场，只见眼前一片绿油油的茶园，
规模颇大。

1993 年，退休回乡的郑成锦，在
澄迈县金江镇万昌村开始了他的苦丁
茶开发事业。家乡万昌村地处羊山地
区，一直以来都贫穷落后。郑成锦尝
试过种植槟榔、咖啡、剑麻等作物，
但市场效果不理想。

在海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刘国民等
人的帮助下，郑成锦了解到琼北地区
可以种植苦丁茶。经过深入调研，郑
成锦决定尝试这一新的种植项目。

那时候，附近村民们听说要种植
苦丁茶，纷纷报名，成为第一批员工。
年轻的员工们硬是凭着人力，开垦出
200 亩茶园。直到 1995 年，第一批苦
丁茶叶终于上市。因为品质出众，受
到市场青睐。

随着产量的增加和销路的打开，
澄迈苦丁茶名声渐响，茶场日益发展
壮大，全国各地的经销商纷纷上门拿
货，郑成锦和妻子却渐渐力不从心。
1999 年，郑成锦的儿子郑川毅然辞去
中山大学的工作，回到海南打理企业。

“许多来海南旅游的游客都会带
些海南特产苦丁茶回家。”郑川说，
销售最佳的时期，公司设在三亚的一
个茶艺馆，一年可以卖出 1200 万元（人
民币，下同）的茶叶。 郑川介绍，苦
丁茶产业目前逐渐稳定下来，现在的
种植面积扩大到了 2200 多亩，其中包
括 1600 多亩的自营茶园和 600 多亩的
村民加盟茶园。主打产品是苦丁茶，
同时产红茶、绿茶和兰贵人等多个品
种茶叶。

郑川说，目前茶场茶叶的年产量
合计 120 吨左右，年销售额达到 1000
万元左右。虽然相较于之前的高峰期
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茶场员工数量从最初的 30 多人，增加
到了现在的 160 多人，其中大部分是
来自周边村庄的村民。

对于这些村民来说，不仅可以获

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还可以兼顾
自己的家庭和孩子。郑川说，农忙时
候村民可以回家种植瓜菜，这样的工
作方式使农民不必离乡，平衡了工作
和生活。

如今，万昌村从过去的贫困村变
成了人居环境优美的小康村，家家户
户盖起楼房，还有村民开起了农家乐。

郑川说，因为一直坚持用健康的
理念种植茶叶。不打农药，只施有机
肥，使得他们的茶叶口感独特，深受
消费者喜爱。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椰
仙苦丁茶已成为海南知名特产的代表。

目前，茶场开始尝试开展研学等
活动，推进产业融合发展。据悉，茶
场迄今接待了 1.5 万人次的研学学生。
学生们在这里可以参与采茶、炒茶，
体验澄迈火山岩长寿茶文化的独特魅
力。

站在万昌苦丁茶场育苗圃远眺，
绿色成海的茶树田间，套种了花梨、
沉香、槟榔、香草、芒果等多种热带
植物。郑川说，苦丁茶事业最大成就
是带动了周边村庄的发展，改变了乡
村落后的面貌。 （文 / 凌楠）

【欧洲时报讯】走进澄迈县加乐
镇长岭村委会效古村，成片沉香树木
映入眼帘。“目前效古村沉香种植面
积为 1280 多亩，种植品种为白木香树、
奇楠香树。”澄迈加乐雅尚沉香种植
专业合作社法人蔡亲信说，沉香树浑
身是宝，“它的树叶可用来制茶，经
过人工打孔造香的边角料可用来制成
沉香粉，沉香还可做成工艺品售卖，
进行深加工炼制沉香精油等。”

近年来，效古村围绕沉香，构建
沉香育苗、种植、加工、展销等为一
体的产业村和产业链条。“已研发生
产沉香线香、佛珠、手链、沉香油、
沉香茶等 36 种产品，现有沉香产品
价值 2000 多万元。”蔡亲信说，2014
年澄迈加乐雅尚沉香种植专业合作社
（下称合作社）成立，致力从事沉香
种苗培育、人工造香、加工制品、超
高工艺炼油等业态。“目前合作社
年销售额达 800 多万元（人民币，下
同），带动 36 名村民就业增收，月收
入 2600 元。”

蔡亲信说，依托本土特色沉香优
势资源，先后建成效古沉香园和沉香
展览馆等，打造沉香产业文化旅游，
“自合作社成立以来，接待游客达 10
万人，总营业收入约 2700 万元。”

澄迈县仁兴镇林地面积约 35 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 88%，其中橡胶林
地约 22 万亩。为打破单一经济模式，
助力乡村振兴，当地政府因地制宜，
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打造“林 - 菌”
模式示范基地。

“目前，仁兴镇林下种植食用菌
项目占地 468 亩，在橡胶林间种植虎
奶菇、虎乳灵芝、红托竹荪等食用菌。”
海南金麦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严献洪说，2022 年临时用工 1400 多
人次，临时工每人每天收入 135 元。

林下种植食用菌项目不仅经济效
益好，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也很突出。
严献洪介绍，虎乳灵芝每年可种植 2
轮，一亩林地一年利润可达 3 万元左
右。“林 - 菌”复合种植模式可增加
林间土壤微生物及有机质，能有效改

良土壤，反哺橡胶树。除此之外，菌
包生产的原材料来自当地的秸秆、木
屑、玉米芯等农业废料，能有效解决
当地农业垃圾问题，做到循环农业可
持续发展。

仁兴镇林下种植食用菌项目采取
“镇政府 + 村委会 + 企业”的合作模
式，村委会通过“资金 + 土地”入股
的方式及“每年固定还本 + 固定分红”
的形式，依托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
研平台、公司技术团队，对项目进行
生产经营，实现食用菌产销一体化。
“每年有 6% 的固定分红分到村集体
产业。”严献洪说。

严献洪介绍，打造 500 亩橡胶林
下食药用菌种植基地，可为当地创收
土地租金约 20 万元每年，提供不低
于 3 万人次每年临时用工。该公司
计 划 于 2023 年 年 底 投 资 2000 万 元
扩 建 570 亩 林 下 食 用 菌 种 植 基 地，
2024 年投资约 1500 万元，建设菌包
生产车间。
 （文 / 陈英清）

【欧洲时报讯】海南澄迈县，自
然资源丰富，人文历史独特。在这片
土地上，一群有梦想、有才华的大学
生正以他们的行动，实现自己的人生
理想。他们的故事充满了创新和激情。

黄业森：以旅游带动乡村发展

2019 年，大学生黄业森回到澄迈
县保良古村，投身于乡村旅游事业。
他认为，乡村旅游能带动乡村发展，
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乡村。在黄业森
看来，发展乡村旅游要注重保护古村
的原始风貌，“如果发现村子里的某
个建筑或色彩与整体风貌不符，就需
要进行改造，使其与古村融为一体。”

保良古村的村民主要种植咖啡和
加工咖啡。随着海南乡村旅游的兴起，
保良古村以三产融合的方式发展乡村
旅游，包括体验农耕文化和咖啡文化
以及乡村研学旅行等。

目前，保良古村的客流量逐渐增
加，每天大约有 300 人前来参观。黄
业森表示，下一步计划引进更多商家，
丰富村子的旅游项目。

冯宝：回归农村追求想要的生活方式

冯宝，一个曾在城市生活过的大
学生，最终选择回到农村，追寻那份
宁静与舒适。他说：“在城市生活过
后，我更觉得农村生活舒适惬意。城
市的喧嚣与忙碌不是我所追求的生活
方式。”

冯宝说，澄迈才存共享农庄，给
了他一个实现工作与生活完美融合的
平台。他说：“在这里，工作与生活

是紧密相连的。我很享受这种感觉。”
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冯宝注重员

工的招聘与培养。他们主要从附近或
本村招聘员工，提供稳定的收入和五
险保障，确保员工的基本生活需求。
他认为，这样的模式有助于实现工作
与生活的平衡。

冯宝呼吁更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回到农村。他说：“我们需要更多愿
意回到农村、创造价值的年轻人。在
这片土地上，他们可以实现自己的梦
想。”

宋丰：将海外先进农业技术引入海南

今年 28 岁的宋丰，是澄迈偲林
福橙共享农庄的负责人。他曾在国外
学习农业专业。学成归来后，将国外
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引入农场。

宋丰认为，现在农场的效益最明
显的是品牌效益。他说：“很多消费
者反馈偲林的福橙很甜，虽然价格高，
但是质量标准高，与之前相比，消费
者对高品质的福橙，有了更高的接受
度。”

宋丰对农业的热爱源于他的兴趣
和探索精神。他表示：“我对理科比
较感兴趣。上大学时，对实验室痴迷。”
这种兴趣促使他回国后，在农场建立
了一个小实验室，用于检测土壤和进
行培养皿实验。

作为农庄的负责人，宋丰每天会
在园区内巡查，观察每块地上果实生
长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理病虫害问题。
他的工作充满了挑战和乐趣，他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澄迈福橙的发展
贡献力量。 （文 / 琼芬）

苦茶叶带来甜日子 万昌苦丁茶场故事多

沉香文旅+可食用菌 特色农业助澄迈乡村振兴

澄迈大学生乡土创业实现理想

现代化流水作业的福橙工作车间。�凌楠 摄

【欧洲时报讯】澄迈县，位于海
南省的西北部，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已发展成为海南
省第四大经济体。近年来，澄迈县积
极推动产业链升级，以实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

2023 年以来，澄迈县积极在“链”
上布局，聚焦油气勘探生产服务、
数字经济（信息技术服务）、现代物
流、热带高效农业、制造业等 5 大产
业领域的 10 条标志性产业链，精准
绘制覆盖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图
谱”，深入梳理龙头企业、重点配
套企业、主要特色优势、区域布局
优化、重点建设项目、可对接外部
资源等，共确定“链主”企业 14 家。
产业链的打造，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深耕澄迈。

澄迈县发改委介绍，澄迈县通过
政策供给、项目建设、营商环境等多
方面措施推动产业链完善和发展。全
县推行产业链“链长制”，每条产业
链明确一个链长，采取“县领导 + 部
门 + 政策 + 专班”的“四个一”工作
模式，通过开展精准招商，整体推进
产业链培育发展。

据了解，“链长制”本质是一套
工作机制，是由县主要领导担任产业
链的“总链长”，分管县领导担任“子
链长”充分发挥综合协调优势，定期
对本地重点产业链发展情况进行专题
研究和调度，协调解决产业链发展中
的重大事项，在更高层面上通过推动

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完善产业链生态，
实现产业协同，做大做强产业集群的
长效机制。

在油气勘探生产服务全产业链方
面，澄迈县依托龙头企业、“链主”
企业效能招商，已签约青岛尚禹海工
装备研发与制造基地项目和天津百利
展发深水阀组装生产线项目等 2 家。
同时，完善链主企业、平台机构、高
校院所合作共建机制，携手大力推动
产业集群创新发展。

在现代物流产业链方面，澄迈县
专班成员建立健全专班机制，实行清
单化管理。重点企业包括京东集团、

新加坡淡马锡丰树集团等世界 500 强
或行业前五企业。这些企业的落户不
仅带动了当地就业和税收的增长，还
对澄迈的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

在精品咖啡全产业链方面，澄迈
县利用福山风情镇的“中国咖啡第一
镇”品牌影响力，聚力打造精品咖啡
全产业链上中下游产业。重点发展咖
啡加工增值业 , 打造福山咖啡文化特
色的国际休闲度假旅游风情小镇、咖
啡贸易集散中心、世界咖啡文化旅游
区和世界咖啡文化交融平台。

目前，澄迈县主动围绕五大产业

集群布局，不断延链补链强链。其中
数字经济产业链上企业产值突破 230
亿元大关，港口物流产业链、油气勘
探生产服务全产业链产值均超 60 亿
元，智能制造、热带高效农业等产业
快速发展。全县产业链服务企业近
200 家。

澄迈县产业链的完善推动不仅带
动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为当地
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下一步，该县
将在产业布局上进一步优化，在“产
业链融合”深度方面继续下功夫，进
一步完善专班工作协同机制，加大产
业发展要素保障力度。 （文 / 凌楠）

澄迈福山油田的石油工人正在升

起测试管柱（资料图）。� 骆云飞 摄

航拍位于澄迈县老城城的海南生

态软件园。� 骆云飞 摄福山老咖啡馆不仅周末宾客盈门，平日里也是熙熙攘攘。� 凌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