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七月，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红
毛镇什寒村水雾氤
氲，透着丝丝凉意。
沿着青石板路缓缓
而行，赤脚的少年踩
着单车呼啦啦飞驰而
过，羞涩的黎家姑娘
正向家人讨教着黎锦
技艺，农忙归来的阿
叔则扛着摞成堆的稻
穗往袅袅炊烟的村子
里走去……

即便声名鹊起，
一波波的游客接踵
而至，什寒却依旧充
满了浓郁的原始乡
土气息，仿佛这里从
来就不曾被打扰。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
过程中，什寒坚持政
府引导、农民参与的
模式，打造出一个原
生态的乡村生活综
合体。

在什寒，村民是
乡村旅游永恒的主
角。人在，民俗在，
乡愁在，这才构成了
人们心中的“中国最
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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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探秘

霸王岭上听猿声
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海南岛西南部昌

江黎族自治县境内，于2006年12月批准设立
为国家森林公园。

一年四季，任何时候，只要你走进霸王岭的
雨林，就会为厚积的原始气息痴迷，被超量的负
氧离子醉倒，这是一种耳聪目明、口舌生香的痴
与醉。

园区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动植物种类繁
多，植被类型丰富，自然生态系统完整，生态景
观奇特，森林覆盖率96.4%。这里有直径达2.5
米、树龄达2000年的“树王”。

因有了这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昌江的珍
稀动物便格外多。“国家Ⅰ级保护濒危物种”海
南黑冠长臂猿，是霸王岭独有的资源，是世界四
大类人猿之一。

如果你想一睹它们的尊容可实在不易，它
们生于雨林，长于雨林，天性机警，行动敏捷，居
无定所，从不落地。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观
察，这些宝贝一定不会主动现身。不过，睹不到

“芳容”却可远闻其声。深入霸王岭雨林区，幸
运者早上六七点钟开始便可听见猿群的鸣唱。

林区的王下乡，十里画廊风景独特奇秀，由
于石灰岩长期受水的溶蚀，形成了南绕河奇秀
的十里画廊。一边是山崖的奇、险、峻，崖岸高
耸，壁立千仞，垂直而下，上有千奇百怪的各种
图案，红、黑、黄、绿相间，如一幅巨大的印象派
油画长卷，号称“十里壁画长廊”；一边是小河的
清、净、爽，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河水时在山脚
穿行，时而隐匿，在深峡奔涌。

霸王岭巍巍群山、莽莽林海，风光无限，处
处充满着神奇的色彩，是旅游观光、休闲度假、
探险、考察和会议的理想境地。这里敞开怀抱，
真诚欢迎国内外游客来此领略大自然的神奇，
感受回归自然的情趣，增进人与自然、人和森林
的和谐统一。 （综文）

七月走什寒 探寻山村野趣 “中国村官精神馆”人气旺

开馆两月余
引客逾万人

本报那大7月6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郭树护 邓罗兰）“在‘中国村官精神馆’参观，受
益颇深。”近日，来自江苏的游客许海感慨地
说。据了解，位于儋州市那大镇石屋村的“中国
村官精神馆”从4月28日建成开放以来，除了
省内外游客，每天还有多个单位组织党员前来
开展活动，该馆已成为党员教育的一个“特殊课
堂”。

那大镇石屋村的创业史，始于1959年，在
石屋大队党支部书记胡松带领下，该村发扬“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山河”的精神，开辟了
117座山头。到1970年代，村里建有粮食加工
厂、橡胶加工厂、建筑队、运输队、电影队、养殖
场、卫生院、招待所等。到1983年，石屋村涌现
出一大批在当年十分显赫的“万元户”，创造出

“石屋双百万”成绩，即村集体存款达到100万
元、存粮100万斤。

因为周恩来总理一句“北有大寨、南有石
屋”的称赞，使当年的石屋村一度闻名全国。

今年年初，儋州市那大镇在石屋村建立“中
国村官精神馆”。馆里用图片、文字资料的形
式，展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孺子牛”村官及其

“爱村、实干、厚农、奉献”事迹。同时，石屋村还
建起了“胡松同志纪念馆”和“中国农村博物
馆”。纪念馆建成开放后，成为当地党员干部吸
取正能量的教育基地，也成为省内外游客向往
的旅游景点。

儋州市青年党员干部吴科良说：“老一辈村
官忠诚于党、艰苦创业、奉献于民的精神，我们
要代代传承。”

据统计，自4月28日以来，到石屋村“中国
村官精神馆”参观的游客和党员已有1.5万余
人。

■ 本报记者 刘贡 实习生 李梦瑶 通讯员 秦海灵

“阿妹，喝杯热茶吧！”6月29日午
后，一场阵雨猝不及防地从什寒的天
空滑落，惹得路人纷纷狼狈避雨，热心
的村民王庆武连忙泡上一壶鹧鸪茶，
递给躲在自家屋檐下的几位游人。

在什寒呆了两天一晚的游客王君
洁，此刻正打算启程返回河南，不料却
被大雨打乱了脚步，但她笑言，这也算
是多了个和什寒独处的机会。“雨中的
什寒，也别有一番韵味呢！”

顺着水珠恣意的屋檐瞧去，灰青
的瓦顶、石砌的篱墙、攀壁而上的藤蔓
和垂柳掩映的池塘，全被笼罩在一片
烟雨朦胧中，宛若一首旖旎绵长的小
诗，向游人们喃喃诉说着一砖一瓦中
的古老情愫。

在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离我们渐行
渐远时，偏居一隅的什寒却在青山碧
水间，依旧传承着恬淡平和的乡俗乡
情。绵延了数百年的耕读文化，借由

一座座被细心改造的乡间旧宅，得以
生发出另一种田园乡居图景。

“上午来下午走或白天来晚上走，
曾几何时，乡村游住不了人、留不下
心，住宿问题成为困扰乡村游发展的
一道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游委
主任邓开扬说，什寒村村民将家中闲
置的房间腾出来提供给旅客小住，在
为宾客提供栖息之地时，亦可获得收
益，可谓一举两得。

除了村民自家住宅改造而成的民
宿，什寒还利用村里的空闲农舍和学
校旧址，改造成标准化驿站、客栈、露
营地、茶吧，并由什寒农民合作社对其
统一运作管理。目前，全村共建有24
间民宿，12套青年公寓，10套“待内
典”客栈和3处帐篷野营地。

“我们不能用城市建设的思路来
改造什寒，留住黎村苗寨的乡村原色
才是关键。”邓开扬表示。

品遗落山林的乡野原色留宿

在一间形似覆舟的茅草屋下，八
张方桌拼成长列，铺上绿油油的芭蕉
叶，竹制的酒杯，山兰酒、三色饭、白切
鸡等美食便被依次端了上来——这不
是黎族同胞在过“三月三”，而是什寒
村“黎家乐”饭店里的日常一幕。

“很多外地游客就是想过来体
验一下黎族的长桌宴，这个月已经
是第四波啦！”每天一大早，黄秋梅
夫妇就张罗着洗菜切肉，在自家办
的“黎家乐”饭店里忙得不亦乐乎。

一到中午，准会有三三两两的城里
人开着车过来吃饭，节假日时更是
能坐满七八桌。

湛蓝的天穹白云悠游，屋前，几株
翠竹自由散漫地生长着，土里不时冒
出些鲜嫩的笋芽，一旁的几只鸡鸭正
悠闲地踱步啄食。“我们的食材都是

‘自产自销’呢，绝对新鲜纯天然！”
在将农家乐和民宿办得红红火火

的同时，什寒的村民们并没有抛下锄
头和田地，而是遵循自己最为舒适的

生活方式，在两种身份间转换自如。
“平时我都在山上干农活，碰上客

人给我打电话，我才会下来做顿饭。”
40岁的李永友可是个大忙人，不仅在
村里开了间农家乐和民宿，还种养着
大片的益智、灵芝和蜜蜂。自从吃上

“旅游饭”后，李永友的钱包越来越鼓，
但他却依旧享受着卷起裤腿、脚沾泥
土带来的踏实与愉悦。

“游客来了我们当然欢迎，但平时
我们也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平日里，

村民王庆武、王庆民兄弟俩一边经营
着“苗家酒菜”农家乐，一边忙着给自
家的4.6亩水稻田施肥除虫，宁静的生
活仿佛未被过多搅扰。

“现在好多乡村游都被开发得
变了味儿，这里却依旧保持着原汁
原味的农家生活，实在太难得了！”
虽然名气越来越大，但什寒却始终
保持着乡村特有的朴拙粗粝和浓浓
人情味，惹得来自海口的游客冯基
福连连感慨。

搭伙

在什寒村口，抬头便可看见一处
露台花园悬在空中，掩映在浓密绿荫
之间，门口赫然立着一块指示牌，上书

“水寒居”。
“90后”的王飞是“水寒居”的主

人，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从小就爱
到处走走看看，去年毕业后一个人骑
行去了丽江，看见满街文艺清新的客
栈、餐吧后，突然萌生了自己开店的想
法，便来了什寒。”

初遇什寒，王飞便觉得这里让人
感到沉稳安定。为了搭建一个同样具

有文艺范儿的“水寒居”，王飞可谓下
足了功夫。墙壁上挂着的牛头，蹲守
在庭院角落的石臼，原始粗朴的木头
栅栏，栅栏边是土罐作花盆种植的花
草，一切的风物，似曾相识。“大到墙壁
吊顶，小到桌椅摆件，都是我一点一点
搭建起来的。”

王飞说，很多游客晚上都喜欢来
这里喝喝茶、聊聊天，不少人还成了朋
友。“我就认识了不少兄弟，甚至还认
了一个‘干妈’呢！”

“这儿完全不同于城市的‘泡吧’，

你在院子里喝茶、唱歌，眼前却是成片
的稻田和绵延的青山，还有什么比这
更惬意吗？”在来自广西的游客林师杰
看来，如今年轻的游客希望在亲近山
水星辰的同时，更能享受到舒适的环
境和个性化的活动。

“呼吸两口新鲜空气、吃两口农家
菜、摘点新鲜蔬果……如今这种乡村
游的方式已经进入了疲劳期，我们希
望给乏善可陈的乡村游增添更多新鲜
的元素。”邓开扬坦言。

目前，什寒不仅修建了“奔格内”

国家步道12公里，开通自行车绿道和
乡村巴士，同时还成立了什寒农民文
艺队，定期举办周末篝火晚会，并利用
现有的文化广场、射弩场等场地开展
户外拓展活动和少数民族传统趣味体
育运动，让游客尽享黎族苗族民俗生
活乐趣。

“从简单的吃、住，到囊括行、
游、购、娱等多业态的旅游服务内
容，如今什寒正逐渐形成一个完整、
原生态的乡村生活综合体。”邓开扬
表示。

享一杯清茶里的新元素乡吧

海南黄皮看儋州，儋州黄皮看大
成。儋州大成镇的黄皮以果大、肉
厚、汁多、味甜著称。因为这个缘故，
说到正宗黄皮鸡，儋州人一般会推荐
大成镇的黄皮鸡。而在大成镇，又以
推赛村南吉村民小组的黄皮鸡最有
名。

黄皮鸡的做法比较简单。据介
绍，正宗的黄皮鸡鸡肉要用当地土
鸡，这种鸡个头不大，一般是长到2斤
多，养在房前屋后，极少喂饲料。黄

皮鸡用高压锅来煮，先在锅里铺上一
层新鲜洗净的黄皮树叶，杀鸡洗净
后，把鸡放在铺好的黄皮树叶上，将
盐水淋在整只鸡上，上面再盖上一层
黄皮树叶，然后用高压锅煮上20来
分钟，一道黄皮鸡基本就做好了。

厨师为了做出丰富的口味，会在
鸡入锅的时候，在鸡的肚子里加入一
些秘不告人的独家调料配方。

厨师把出锅的整只鸡撕成一片
片，用盘子盛好，锅里面水蒸汽调和

着渗出的鸡油形成少量的鸡汤，舀一
两勺这种鸡汤淋在鸡肉上，客人就可
以一饱口福了。夹上一片鸡肉细细
咀嚼，便觉一股黄皮叶的淡淡清香完
全渗透到鸡肉当中，丝毫没有油腻之
感，蘸着盘底的鸡汤吃，滋味更加醇
厚。

眼下正是黄皮成熟的季节，随着
儋州市大力宣传推介，到南吉村摘黄
皮、吃黄皮鸡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游客
的选择。 （宗文）

百景

舌尖上的黄皮鸡

昌江王下乡风光。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尝原汁原味的农家生活

什寒风光。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儋州黄皮鸡。（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