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码一：
制度集成创新，打破跨域治理壁垒

治理的突破口，始于制度创新。2021年8月，

海南省政府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

为统领，构建起省市县联动体系：省级领导小组统

筹决策，流域联合整治指挥部落实属地任务与市县

协同，推动跨区域治理从“各自为战”转向“协同

攻坚”。

三亚与保亭携手探索“成本共担、效益共享、

合作共治”的跨区域生态补偿新机制，将补偿资金

与水质、水量及治理行动挂钩，通过“1+N”政策

体系和“项目为王”闭环管理，让规划落地见效。

“三亚确立了‘全流域统筹+全要素管控’的治

理模式，赤田水库流域内的水库、河流、池塘、农

田、森林以及污染控制等各个要素都得到了全面治

理。”三亚市委常委、副市长薛永森介绍，三亚投入

6900万元生态补偿资金，实施生态移民搬迁、退果

还林，推广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引导科学种植，助

力农业绿色发展。

王刚介绍，针对赤田水库流域存在的主要生态

环境问题，保亭出台了面源污染治理、农药化肥减

量示范、种植结构调整、农业废弃物回收、鱼类增

殖放流等专项方案，指导3年试点行动工作。“我们

聚焦水域修复，对田滚河等清淤疏浚、建设人工湿

地，打造18公里生态屏障水岸缓冲带，有效削减面

源污染负荷入库。”王刚说。

密码二：
科技精准赋能，提升治理“智”效

在赤田水库流域生态治理中，科研创新是破解

难题的关键引擎。

无人机巡逻、测水温，无人船采水质、探鱼

群，卫星观测植被水域……为提高对赤田水库流域

水质状况的监控能力，三亚重点打造流域“空天

地”一体化智慧监管监测网络，实时守护赤田水库

流域生态安全，实现污染源精准画像、治理效果精

准评估，为治理决策装上“智慧大脑”。

“我们通过这些功能模块的有机结合，实现了对

水库生态状况的智能化、可视化和动态化管理，进

一步提升赤田水库的生态环境安全保障。”三亚赤田

水库供水灌溉工程管理处相关工作负责人说。

“保亭通过多方筹措资金，选取赤田水库周边园

地200亩，将农户分散土地租赁10年，委托专业化

服务组织实现规模化耕种和统一管理。”据保亭农业

农村局有关工作负责人介绍，通过与海南大学合

作，保亭积极推行绿色高效农业技术集成和示范，

以科技协同实现水土保持、面源减排与减污降碳，

为海南农业绿色高效发展提供范例。

此外，海南省生态环境厅通过深化产学研合

作，联合海南大学、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以科

技赋能推动生态补偿机制提质增效，聚焦环境治理

难点和堵点，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公关，成功申报海

南省重点研发项目《海南省低碳绿色农业技术集成

与示范》。目前，正聚焦氮磷耦合等难题展开研究。

密码三：
系统协同治理，共享绿色成果

曾经“水质告急”的赤田水库，如今已蜕变为

水清景美的“生态宝盆”。

一组数据见证赤田水库的蝶变：较2021年，赤

田水库2024年取水口国控断面水质提升至Ⅱ类，总

磷浓度下降17.4%，高锰酸盐指数下降3.3%，农业

面源总磷输出负荷减少12.64%，优级断面比例达

85.7%，创历史最佳。

这一变化的背后，是海南统筹推进农业面源治

理、生活污染整治、生态修复扩容、生态价值转

化、智慧监管提升等“五大行动”协同发力，让赤

田水库实现了从“治污”到“提质”的跨越。

系统治理的成效，更体现在生态红利的全民共

享。例如，保亭依托水库生态优势，推行“林-菌-

药”循环农业模式，打造“赤田”生态品牌，使生

态产品产量提升至2.58万公斤/公顷，带动经济效益

增加103万元/公顷；3年累计旅游收入达43亿元，

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又如，三亚通过

政府补贴，让农户每亩土地减少支出约550元，搬

迁住户收入同比增长57%，还吸纳1889名当地群众

就业……

事实上，“赤田模式”的价值不止于一库清水。

“未来，将持续优化模式，在补偿标准动态调

整、多元化投入机制、跨部门协同效率上深耕，加

快向万泉河、南渡江等重点流域推广，让‘盆景’

变‘风景’，实现从‘一域突破’到‘全域开花’。”

海南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海南省生态环

境厅厅长毛东利表示，下一步，海南将深挖生态潜

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推动生

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与富民源泉，坚守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

赤田水库的蜕变，不仅是守护一库清水的历

程，更是海南以制度创新、科技赋能、协同治理践

行“两山”理念的生动注脚。

从治理难题到全国示范样板

一库清水的生态密码

天才刚亮，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红毛丹
种植户林梦胜已在自家红毛丹基地忙着摘果，收购
商催单微信“叮叮”响个不停。放眼望去，成串的红
毛丹压弯了枝头，微风拂过，清甜果香漫溢山野。

小憩之余，林梦胜望向不远处的田滚河，水面如
镜映着云天，小鱼偶跃、白鹭掠水，泛起波光粼粼。
水流滚滚，顺流而下，汇入赤田水库。

这几年，保亭坚持在保护中发展，通过规模化、
标准化生产及技术创新提升产业附加值，红毛丹的
名气越来越响、品质越来越高，从过去的“本地鲜”变
成了“全国俏”，深受市场青睐。

曾经，因种植业面源污染突出、生活污水收集处
理率不足等问题叠加，赤田水库流域生态环境一度
岌岌可危。自2021年，海南启动流域综合治理试点
后，短短三年间，其取水口国控断面水质从Ⅲ类提升
至Ⅱ类，实现了从“水质告急”到“清水长流”的蝶变。

2024年11月，赤田水库流域综合治理入选生
态环境部生态补偿典型案例；12月，又入选全国土壤
污染防治工作简报典型案例。

从治理难题到全国示范样板，“赤田模式”生动
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赤田
模式”的密码，在7月15日三亚举行的“赤田水库流
域生态补偿创新实践成果”分享会上，由政府部门、
科研院所代表娓娓道来。

□南国都市报记者胡丽齐

赤田水库坐落于藤桥河流域上游，横跨三亚市

海棠区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集雨面积达220.55

平方公里，由赤田水库、沙牛坡水库等7座不同规

模的水库组成。其水资源量 90.75%来自上游保

亭，下游灌区覆盖19769.55亩土地，涉及17个村

集体、1个社区及众多用水主体。

“赤田水库作为三亚重要的城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肩负着为42万群众、供应全市55%饮用

水的重任，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分享会上，海

南省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张静如是说。

然而，2020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赤田

水库亮起红灯——有10个月水质为地表水III类，

总磷、高锰酸盐指数超标。“种植业是农业面源污

染主要来源。”海南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林道

泽说。

背后原因受多重影响：种植业面源污染重，作

物多沿河湖、陡坡分布，化肥农药随降雨汇入库

区；城镇污水收集处理率低，如三道镇因管网未完

工影响处理效果；近半农村人口生活污水未收集，

直接或间接流入水库；非法养殖等问题进一步威胁

水质与生态平衡……

“2020年取水口水质从Ⅱ类降至Ⅲ类，水环境

质量下降倒逼我们必须行动。”保亭政府副县长王

刚的话，道出了治理的紧迫性。

——守护生命线的迫切性

为何必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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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密码解锁治理路径

如何破解？

海南赤田水库

赤田水库赤田水库。。杨松杨松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