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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机遇迸发新活力
——2024年海口市两会全媒体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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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上午，海口湾世纪公园内，成群的白鹭自由飞

舞，与蓝天碧海绘就成一幅和谐的生态画卷。白鹭是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被世界环保组织称为“空气和水质状况的监

测鸟”。

海口市区引来白鹭栖息，这是海口生态保护的最美见

证。一年来，海口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

持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推进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建设，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本底，打造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海口样板”。

空气更清新

2023 年 1—12 月，海口环境空气质

量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一，

优良率为 97.5%，综合指数为2.22。

水质更优良

2023 年 1—11 月，全市 4 个集中式

饮 用 水 源 地 水 质 达 标 率 持 续 保 持

100%；19个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9 个地表水省

控断面水质优良率100%。

城市更多绿

去年，我市完成造林绿化9623.6
亩，超额完成全年造林任务。建成区绿

化覆盖面积9299.39公顷，绿化覆盖

率43.0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2.02
平方米。

出行更低碳

2023年，海口新注册登记汽车数量

中，新能源汽车占比49.74%。全年推

广应用新能源汽车超6.7万辆。

（本报记者 龙易强 整理）

北港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长凌云：

守护绿水青山
端好生态饭碗

2023年，我来到美兰区演丰镇北港

村工作。初到北港村，我就被这里优美

的生态环境和淳朴的渔村民风所打

动。我深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北港村优越的自然条件，应当成为渔村

发展的翅膀。

北港岛毗邻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拥有茂盛的原生态植被与稀

有的红树林景观资源，是白鹭、海燕、海

鸥、翠鸟等大量水鸟的集聚地，非常适

合观鸟。同时，小岛四面环海处处皆是

滩涂，适合贝类、螺类生存，也是赶海的

好去处。

想要发展生态旅游，还得有相应的

旅游配套设施。为了留住游客，我们积

极引入民宿、餐厅，购置观光车，建设生

态停车场和青年创业服务中心，新建的

游客接待中心也即将开放。我们还成

立了鸟类观察青年志愿服务队，召集村

民成为赶海导赏员，这不仅能为游客带

来更好的游览体验，还能为村民提供更

多的就业机会。

我们还积极对接研学机构，希望将

北港村打造成自然教育研学基地。去

年 12 月，我们接待了第一批亲子观鸟

团，看到大家观鸟时激动欢快的样子，

更加坚定了我在北港村发展生态旅游

的决心。

如今，村民的生态保护意识不断增

强。今年，我们还将策划更多相关活

动，进一步打响北港村旅游招牌。同时

也会更加注重保护生态环境。相信，北

港村的未来会更加宜居宜业。

（本报记者 李欣 整理）

“家门口的小公园开放了，你看，

有花有草风景优美。”近日，在秀英区

长德路，新建成开放的“口袋公园”光

音园里，居民杨素珍用手机拍着视

频，将美景分享给朋友。

像光音园这样的“口袋公园”，海

口2023年建成了20个。截至目前，全

市共有162个“口袋公园”。推开窗就

能望见花草树木，吃完饭在家门口就

能休闲散步，“口袋公园”在城区街巷

“见缝插绿”，不仅提升了城市的绿地

面积，也提高了附近居民的生活品质。

绿色是城市生态发展的底色。

截至目前，海口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9299.39公顷，绿化覆盖率 43.09%，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 12.02平方米，公园

之城正初具规模。2023年，我市完成

造林绿化 9623.6亩，超额完成全年造

林任务。

漫步海上栈道、登高赏红树林景

观……去年“五一”，东寨港科普栈道

和红树林观测塔对外开放后，成为市

民游客打卡红树林美景的热门景点，

还带火了周边的农家乐、渔家乐。“海

口绿”不仅让人们陶醉其中，更能变

成金山银山，助力乡村振兴。

空气好、水质优、满眼绿，成为广

大人民群众对生态海口最直观的感

受。越来越多的市民举起镜头，将身

边的美景定格，通过一张张照片诠释

生态美。近日，“‘随手一拍海口美’

高手在民间”摄影大展在骑楼老街开

展，蓝天白云、碧海金滩、湿地纵横、

椰林婆娑……一幅幅摄影作品从不

同角度展现大美海口。“在海口拍照

不用加滤镜就非常美。”摄影师罗海

鸣如是说。

生态治理，道阻且长，行则将

至。海口积极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环

境，让人民群众乐享城市发展成果，

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明显提升。

去年11月份，南渡江龙塘大坝上

游 3公里处，一尾尾鱼苗被放流到江

中。增殖放流活动是南渡江龙塘大

坝枢纽改造工程的一部分，自2022年
至 2024年，每年将放流 20万尾鱼苗，

改善南渡江水生态环境。

近年来，海口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低碳发展，一批标志性工程逐步落

地落实，绿色出行蔚然成风。2023
年，在我市新注册登记汽车数量中，

新能源汽车占比 49.74%，这意味着，

每卖出的两辆车中，约有一辆是新能

源汽车。

禁塑工作成效不断巩固深化。

建立港口码头联合监管执法机制，多

次开展多部门联合检查，建成以高新

区为中心的生物降解塑料制品产业

集聚地。

“六水共治”攻坚战取得阶段性

成效。全市污水处理厂达到18座，日

处理能力达 83万吨/天，补齐我市污

水处理能力不足的短板；主城区 3个
易涝积水点项目已全部完工。

持续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88个生活垃

圾分类达标（示范）小区创建，行政村

已基本实现垃圾屋（亭）建设全覆盖。

“无废城市”建设初具雏形。完

成 5家“无废医药企业”、5家“无废景

区”和6家“无废酒店”等多领域“无废

细胞”的创建。

放眼海口，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海口样板”

正在加速形成。

成群的白鹭在海口湾栖息嬉戏，

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赏。“第

一次在市中心看到这么多白鹭，场面

太震撼了。”1月13日下午，市民戴运

来举起手机，在蓝天碧海间拍下一组

组白鹭飞舞的照片。他说，生态环境

好不好，人说了不算，鸟来了才算。

海口湾是海口城市发展的蓝色

生态名片。近年来，海口遵循“自然

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原则，实

施蓝色海湾生态整治、西海岸岸线整

治与修复、湿地修复、海洋生物资源

恢复、海口湾海域生态修复效果管控

等一批生态修复项目，持续改善海口

湾及周边海域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好了，鸟自然就多

了。”对于这个说法，国家海洋环境监

测中心研究员付元宾很认可。他告

诉记者，近年来，海口湾沿岸生态环

境不断改善，近岸水质清浅、滩涂生

物丰富，为鸟类觅食、繁殖创造了良

好的条件，吸引白鹭在此成群栖息。

良好的生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基础。2023年，越来越多的“新

老朋友”因为良好的生态环境，齐聚

海口。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连续 7年监测到“鸟中大熊猫”黑

脸琵鹭过冬、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

首次发现巢寄生现象、美舍河国家

湿地公园首次发现稀有物种露蔸叶

山蟌……

2023年，海口持续深入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空气质量保持全

国领先、河流水质维持稳定，生态文

明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久久为

功，必有所成。海口的生态环境获得

了多项国家级认可，其中美舍河入选

“最美家乡河”、海口湾获评生态环境

部第二批美丽海湾优秀案例、五源河

入选生态环境部第二批美丽河湖优

秀案例等。

生态工程持续推进 环保屏障更为牢固

绿色家底持续向好 生态福祉更加普惠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人与自然更加和谐

▲海口坚持生态优先、绿色低
碳发展，绿色出行蔚然成风。图为
车展上的新能源汽车备受市民游
客青睐。 本报记者 康登淋 摄

海口万绿园、世纪公园、滨海公园以其优美的生态环境，成为大家休闲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石中华 摄

◀众多市民游
客来到世纪公园，
感受海口的椰风
海韵。
本报记者 杨鹤 摄

▼“鸟中大熊猫”黑脸琵鹭
在位于海口市演丰镇的下塘水
鸟湿地保护小区内栖息。

本报记者 石中华 摄

▲市民在海口
万绿园享受良好
生态带来的舒适
环境。
本报记者 杨鹤 摄

◀近年来，海口良好的生态
环境为鸟类觅食、繁殖创造了条
件。图为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出现的“鸟浪”。

本报记者 张俊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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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龙易强 李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