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宁国际冲浪赛的规模越来越大，
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日月湾也在赛事的带
动下发展得越来越好。”万宁市民李静是
一名冲浪爱好者，第9届万宁国际冲浪赛
上的精彩比赛令她记忆深刻，她说，通过
现场观赛，她亲身感受到冲浪赛事从流程
到接待等越来越正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
善，日月湾的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

“脚踏海浪，手中弄潮，冲浪运动真
有趣。”来自北京的游客徐洋在日月湾
观看国际冲浪赛后，激发了学习冲浪的
兴趣。

“经过多年培育，万宁冲浪运动的市
场正逐步被激活，前景可期。”万宁盘古
掌冲浪俱乐部市场部负责人陈振文说，
2017年俱乐部成立以后，至今接待游客
已超过10万人次，其中发展会员超过
5000人，“这离不开政府对冲浪运动持
续多年的引介和对冲浪产业的培育。”

不止于冲浪，万宁还依托书法、生
态、槟榔、龙舟等文化资源，积极引进国
际自行车环岛大赛、槟榔文化节、中华
龙舟大赛、国际大帆船赛等，打造出了
一座充满活力的文化体育之城。

“文化是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资源
和宝贵财富，也是旅游资源的灵魂和魅
力所在。”万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
志斌说，万宁一直致力于挖掘优秀文
化，将文化与体育赛事、旅游相结合，发
展文化特色产业，从而推动经济、社会、
民生等各个方面全面发展。经过多年
不断培育和引介，如今万宁是年年有赛
事。其中冲浪赛、龙舟赛、海钓赛已经
成为万宁的三大品牌赛事，形成了万宁
独特的冲浪、龙舟等文化特色，成为万
宁扩大开放、促进交流的一张张“金色

名片”。
依托各大品牌赛事，万宁还在全省

率先推出“活力”旅游，打造出冲浪、潜
水、龙舟、海钓、邮轮游艇、水上飞机等6
大水上运动旅游产品，推动文化与体
育、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数据显示，
2017年万宁地区生产总值203.9亿元，
增长7.8%，首次突破200亿元大关。其
中 第 三 产 业 产 值 99.6 亿 元 ，增 长
10.9%；旅游总收入38.87亿元，比2016
年同期增长21.9%。文化在推动万宁
经济发展中作用愈发凸显。

文化为经济增长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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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促进硬实力和软实力协调发展

“文化万宁”秀出城市丽质

船桨翻飞，龙舟竞

发。今年3月，中华龙舟

大赛第7次落户万宁，来

自全国各地的45支龙舟

队齐聚万宁市和乐镇港

北港，为全国观众奉献喜

庆祥和的传统文化盛宴。

中华龙舟大赛的

余热未散，第9届万宁

国际冲浪赛的号声又

在日月湾响起。这是

万宁连续举办的第9届

国际冲浪赛，赛事规模

为历届最大，为全世界

冲浪运动爱好者送上

了一席丰富的冲浪文

化大餐。

这边，日月湾国际

冲浪赛的哨声还未停

歇；那边，滨海半程马

拉松、首届华旦论坛等

大型文体活动又将在

石梅湾举行，一顿顿丰

盛的文化大餐令游客

们心醉神迷。

俯仰山海，长寿福

地，万宁文化资源丰

富，在国内外颇具美

名。改革开放以来，万

宁大力挖掘本土文化

资源，实施“产业强

身、文化铸魂”工程，以

促进文化与经济协调

发展为目标，向着中外

闻名的滨海旅游目的

地稳步迈进，成为海南

岛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 本报记者 袁宇 特约记者 卓琳植

“村里的书屋24小时开放，离村子
只有100多米，谁都可以进来。”万宁市
万城镇溪边村14岁的文颖洁说，“书屋
有时会请来专门的书法老师给我们辅
导，老师们都讲得很好。”

文颖洁所说的书屋，指的是坐落于
溪边村的溪边书屋。溪边书屋成立后，
定期开展书法培训班、国学班和文化沙
龙，为村民提供文体综合服务。在众多
精彩文化活动的影响下，读书、习字逐
渐成为村民尤其是青少年学生的良好

习惯。
据了解，自2008年以来，万宁共建

成农家书屋198个，实现全市行政村全
覆盖。每个农家书屋配图书3000多
册，聘请1名专职人员进行管理。溪边
书屋、大石岭书屋等，还会定期组织开
展文化沙龙、书法培训、国学培训等活
动，成为万宁乃至全省一个闪亮的文化
品牌。

不止于此，近几年来，万宁以
“书”为媒，探索“书屋+”，将书屋建设

与党建工作、美丽乡村、校园文化、共
享农庄、产业发展和公益活动相结
合，创新书屋建设模式与服务模式，
使书屋成为打造“文化万宁”的重要
抓手，并通过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保
障农村群众享受标准化、均等化、便
利化的公共服务，不断增强农村居民
的公共文化获得感。

“大石岭书屋走红，还给我们带来
了切切实实的经济利益。”大石岭村民
彭振环笑着说，大石岭书屋吸引了大量

游客进村，“节假日的时候每天都有五
六百人，大家一起写对联、话民俗、品美
食。为了制作糯米粑，有段时间我们把
山根镇上的糯米都买断货了。”

值得一提的是，粉丝众多的微信公
众号“万宁发布厅”还特别开设了“出彩
万宁人”专栏，这里有黎村里的全国劳
模黄业平、卖菜郎曹乐文的文史梦，百
姓的故事、梦想和奋斗，在新媒体传播
中，愈发光彩熠熠。文化，已渗入到64
万万宁百姓的日常生活。

文化建设普惠民生

文化为城市发展铸魂
今年5月，万宁市山根镇大石岭书

屋、万宁市万城镇联星村溪边书屋双双
入选海南2018年“美丽书屋”。

“市委、市政府把农家书屋工程作
为‘文化万宁’建设的重要抓手，大力实
施万宁文化提升工程，促进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杨志斌说，万宁以
书屋为载体，探索创新“书屋+”新模式，
打造服务新业态，以文化助推文明，让

书香浸润万家，让阅读成为全民的一种
生活方式。

万宁市坚持以文化提升城市魅力和
实力，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充
分挖掘和利用万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文
化底蕴，培育富有特色、具有竞争力的文
化产业品牌，深入推进“文化万宁”建设。

万宁坚持用文化软实力助力营造

社会治理新格局，通过高位推动，大力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感动万宁
人物评选、万安讲堂、道德讲堂等品牌
活动为抓手，在社会上营造浓厚的宣传
氛围，塑造社会价值共识，让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深入城市肌理。多年发展，
万宁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将城市建成一座充满温情和大爱的文
明之城，不仅推动城市管理大改善、城

市品质大提升，也收获了市民对城市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

与此同时，万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不断完善，六连岭革命根据地陈列馆建
成开馆，人民公园、东山河带状公园先
后建成，市文化体育广场正式开工建
设，文体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大幅提升，万宁成为了

“健康长寿、阳光活力”的代名词。

·
文
化

“书屋+”

万宁将书屋建设作为“文化万
宁”建设的重要抓手，在美丽乡村、
旅游景区、中小学校园等地打造出
一批知名书屋，形成了万宁乃至全
省一个响亮的文化品牌。

“感动万宁”人物评选

“感动万宁”十大年度人物评选
活动自 2014 年 4 月启动，备受社会
各界关注，一个个散发感人力量的
名字，也从不同角度诠释了感动的
内涵，进一步增添万宁的人文魅力。

出彩万宁人

作为万宁另一个公益文化品
牌，出彩万宁人通过讲述万宁各行
各业中出彩万宁人的精彩故事，分
享他们追求梦想的心路历程和成
功经验，把“中国梦”宣传教育不断
引向深入，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全市各族人
民积极投身筑梦、追梦、圆梦的生
动实践。

关键词

在万宁石梅湾，凤凰九里书屋正逐
渐成为这片“最美海滩”的新亮点。

与青山为邻，与碧海作伴，作为新华
书店海上“丝路书香工程”首家书店，读者
可以在凤凰九里书屋听涛、看浪、品书香。

“书屋开放一年多来，已经举办各
类文化专场活动超过100场，其中多位
国学、艺术、文学等领域的名家大师前
来与读者分享读书心得。”凤凰九里书
屋负责人陈润崛介绍，书屋的所有公益

活动、读书活动都向社会开放，同时书
屋还推出“守望者”项目，面向全国招募
守望者，“‘守望者’已经成为一个文化
品牌，每位守望者在书屋值守一周，期
间组织读书分享会等活动，对于文化交
流有着很好的效果。”他说。

“好的风景离不开文化。”杨志斌说，
万宁的人文资源独一无二，有以“摩崖石
刻”著称的东山岭佛教文化，有“海南二十
三年红旗不倒”的六连岭文化，有极具特

色的兴隆侨乡东南亚风情文化，有黎族
“三月三”“文灯节”等民俗风情文化，还有
东山羊、和乐蟹、兴隆咖啡等饮食文化，

“万宁历来重视文化建设，今年更是加快
提升‘文化万宁’建设水平，让万宁独特的
文化融入到城市的个性和气质中去。”

为了扩大万宁的城市影响力与美
誉度，万宁一直坚持高起点规划、高强
度投入、高标准建设，通过引进国内外
高端品牌活动，将活动与本地文化相结

合，打造独特的文化品牌，并通过国内
外一流媒体的高密度宣传，提高万宁的
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

“万宁将继续深入挖掘文化内涵，
讲好万宁故事，传播万宁文化，增强吸
引力。进一步积极打造文化品牌，发展
文化特色产业，通过‘文化万宁’建设，
塑造城市发展新名片，提升旅游的品味
和城市品牌形象。”杨志斌说。

（本报万城12月13日电）

“文化万宁”成城市新名片

万宁日月湾，来自全世界各地的
选手在浪尖上跳跃。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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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大力推进“书屋+”建设，提升城市的文化内涵。图为在石梅湾九里书屋举办的文化活动。 （万宁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