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情况简介

一、基本情况

王下乡地处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东南角的霸王岭腹地，东

临白沙县，西靠东方市，南与乐东交界。是昌江黎族自治县最偏

远、最贫困的乡镇。全乡行政区域面积 345 平方公里，是全县辖

区面积最宽，生态环境保护最好的部落。境内森林覆盖率达到

95%，素有“海南小西藏”之称。四周环山，河流纵横，有皇帝

洞、十里画廊和仙女瀑布等自然风景，有钱铁洞和船型茅草屋等

人文历史景区，是“驴友”体验露营徒步的天堂。王下发挥本乡

地区优势，大力发展橡胶、槟榔等种植业，养蜂和五脚猪等林下

产业，在利用 “绿山青山”，保护 “绿水青山”的同时，也就

变成了“金山银山”。

二、特色做法

（一）教育移民

2005 年，海南省政府首先在昌江县王下乡率先探索实施教

育移民政策，2006 年 8 月，王下乡首开了海南教育扶贫移民先

河，将王下中学 271 名初中生整体迁入昌江民族中学，实行寄宿

制教育；2008 年将王下乡各自然村的 198 名小学生集中到乡中

心校寄宿学习，由县政府补贴伙食、住宿、医疗、交通等相关费

用。教育移民既能减少生态林区人口承载负荷，又能使贫困地区

学生接受到优质教育，确保每名移民学生都能学有一技之长，同

时昌江县还支持和帮助他们实现外地就业，使贫困家庭脱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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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教育移民能够逐步改变王下百姓生产生活方式，当山区学子

归来，影响和提高当地群众生态保护意识。

（二）生态补偿

海南省不断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守护森林生态资源。为呵护

好“绿色生命线”，为协调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2006 年，海

南省率先全国建立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对因封山护林，

对生产、生活收入造成影响的农民给予生态资金补偿。2007 年，

王下乡也开始了海南省实施生态补偿机制的首个农民直补试点。

乡政府与村委会、村委会与农户签订了山林管护合同，群众可享

受每人每月 60 元的生态补偿金，推进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工

作，林权发证率 100%，林权准确率 100%，实现“山定权、树安

根、人定心”的林改理念。王下乡的森林生态效益直接补偿方式，

让群众直接享受到了生态保护的收益，群众的生态保护积极性切

实得到提高，烧山砍山现象得到遏制，森林资源得到恢复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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