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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月2日讯（记者谭琦
通讯员魏来符祥麟）“水不臭了。”近几

个月，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荣山村的村

民发现，家门口水沟的臭味消失了，原

先浑浊的水也变得清澈。村民感受到的

变化，源于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开展的农

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68条农村黑臭水

体从“纳污坑”变身“清水塘”，农村

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一下雨就浸水，天气热就发臭。”荣

山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洪文利说，龙山墟

黑臭水体位于村委会西侧约500米处，

水沟沿岸住户的生活污水长期直排，加

上枯枝败叶、生活垃圾堆放等污染源，

导致该水沟积累大量杂物和底泥，水体

流动性变差，周边村民生活受到影响。

2024年4月，海口市实施农村黑臭

水体治理项目，龙山墟黑臭水体纳入其

中。“我们对水沟沿岸住户新建截污主

管道、接户截污管，清理水沟淤泥杂

物，以及建设挡土墙、抛毛石等措施，

确保沟渠排水通畅，恢复水体自净能

力。”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辉

邦工程部马振放介绍，根据水体周边管

网建设情况，建设了污水截流井，设立

临时污水处理站，日处理量达600吨，

曾经“脏乱差”的臭水沟逐渐得到恢复。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秀英区康安村

的西侧水田，通过“截污—清淤—复耕

还田”模式，在黑臭水体完成治理后，

部分地块复耕还田，打造“稻田养鸭”

生态农业模式，让鸭子在稻田中发挥

“杀虫禽”“除草禽”等功能；秀英区玉下

村七组水塘探索“治理+生产+景观”模

式，通过清淤疏浚、水系连通、曝气及自

循环改造的同时，在水体中种植睡莲，

形成生态农业，开发水体经济效益。

黑臭水体为何开始“集体变身”？

2022年6月，海口成功申报为全国第一

批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城市，也是我

省唯一成功申报的试点城市。据介绍，

海口在全省率先出台水体长效管理机

制，建立以区政府为责任主体、镇政府

为管理主体、村级组织为配合主体、村

民为受益主体及运维单位为服务主体的

“五位一体”长效运行维护管理体系，

在全省率先出台水体长效管理机制，保

障水体长治久清。

据调查，海口市农村黑臭水体类型

主要为坑塘、河流、沟渠三种，主要污

染成因包括水体流动性差、水体自净能

力不足、污水收集处理不到位、垃圾清

理不及时、畜禽养殖污染、潜在底泥污

染物释放等。

“海口68条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

共惠及41个行政村、60个自然村，我们

还鼓励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和管护要求

纳入村规民约，在治理项目实施过程中

积极吸纳了周边村庄的劳动力共计9152

人次，支付发放劳动报酬共计350万

元。”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宋延巍

介绍，黑臭水体治理的过程中，总结形

成了“三大治理模式+五条治理经验+六

个典型案例”，为南方城市农村黑臭水

体治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

模式和成功案例，发挥试点示范作用。

下一步，海口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分

级巡查、信息通报、责任追究、绩效考

核等长效治水机制，确保农村黑臭水体

“长制久清”。

南国都市报1月2日讯（记者吴岳
文） 1月2日，文昌市2025年度第一批

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在文昌国际航天城火

箭卫星产业集群内举行，吹响开局决战

的“冲锋号”。

文昌市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计

23个，总投资51.5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24.57亿元，涵盖了产业发展、基础

设施、民生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其

中产业发展项目18个：包括文昌国际

航天城火箭卫星产业集群—卫星控制系

统制造中心、卫星载荷系统制造中心、

大唐文昌100MW/200MWh新型储能

示范项目、荣邦国际医药大健康产业项

目等，总投资45.73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23.07亿元。基础设施项目3个：包

括竹包水库至北山水厂原水管道更新改

造工程、文昌市东北部片区同源水厂、

富豪加压站农村饮水管网工程等，总投

资4.8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5亿元。

民生公共服务项目2个：包括龙楼镇农

产品交易市场工程、翁田中心小学教学

综合楼工程建设项目，总投资0.92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0.45亿元。

总投资51.5亿元

文昌市2025年度第一批项目集中开工

南国都市报1月2日讯（记者 李绍
远）日前，东方市湾溪水库的库容水域

承包经营权在东方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网

站上竞拍成功，溢价率达569.86%，创

下东方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竞拍项目溢价

率新高。

湾溪水库位于东方市华侨农场大坡

村东边，属中型水库，其以620万立方

米的正常库容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为实现国有资产

的优化配置与增值，东方市湾溪水库工

程管理所决定通过东方农村产权交易中

心平台，对水库的承包经营权进行公开

竞拍。

该项目起拍底价52.25万元（十年总

价），于2024年12月30日上午10点开始

竞拍以来，共吸引了省内外众多企业和

个人关注，共有6名市场主体参与竞

买。经过1000多次紧张激烈的竞价，最

终，海南朗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350

万元（十年总价）的价格成功竞得承包经

营权，溢价率高达569.86%，增值近6

倍，实现了297.75万元的资产增值，为

地方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569.86%！东方产权交易溢价率再创新高

湾溪水库承包经营权竞拍成功

南国都市报1月2日讯（记者任桐
通讯员刘林艳）近日，屯昌县乌坡镇村

仔村、美华村、坡心村、青梯村联合共

计20亩地块出租项目在屯昌农村产权

交易中心（下称“屯昌农交”）竞拍成功。

据悉，本次竞拍起拍价 1500 元/

亩/年，经过竞拍，最终，海南瑞玛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以1900元/亩/年的价

格胜出，实现溢价26%。该项目流转年

限为16年，项目流转总价60.8万元，预

计为村集体增收12.8万元。本次成功竞

拍，不仅为当地农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也开启了村集体经济增收的新篇章。

本次竞拍成功，不仅彰显了屯昌农

交在激活农村沉睡资源资产要素、激发

资产活力方面的重要作用，更是其在促

进农村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助力政府

招商引资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生动体现，

同时也为屯昌县农村集体资产监管、农

村产权交易以及优化农村资源资产配置

等方面提供了一个典范。

屯昌四村地块实现溢价26%成交

琼中GEP核算
引领生态富民新篇章

南国都市报1月2日讯（记者任桐）
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行“加

快GEP核算及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与路径”专场新闻发布会。会议

聚焦于加快GEP （生态系统生产总

值）核算及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与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据了解，琼中正致力于将绿水青

山的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金山银山的

现实生产力，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此次发布的项目

中，琼中构建了本土化的生态产品价

值核算指标体系，为生态产品价值的

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

核算指标体系涵盖了初级生产、

旅游康养、文化教育、水土保持、环

境净化、气候调节等多个方面，形成

了具有琼中特色的农林牧业产品、旅

游康养林业产品、水源涵养及土壤保

持、空气水体净化、固碳及局部气候

调节等指标的核算模型和技术参数。

这不仅有助于规范生态产品总值的核

算方法和数据要求，更推动了生态产

品价值核算工作的深入发展。

据了解，琼中的生态产品价值核

算结果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数据

显示，从2021年的1042.6086亿元增

长到2023年的1184.8279亿元，增幅

达到13.64%。会上，琼中提出了下一

步的工作重点：全力推进生态产品价

值核算结果的应用，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修复，建立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试

点，建立零碳标签生态产品体系，推

进碳票落地与产业绿色发展等。

海口完成68条农村黑臭水体治理

“纳污坑”变身“清水塘”

海口龙山墟黑臭水体治理前。（海口市城投公司供图）

海口龙山墟黑臭水体治理后。记者谭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