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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博鳌镇南强村坚持
修旧如旧因地制宜开发建设

唤醒“沉睡”老宅
留住美丽乡愁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走进南强村，椰树掩映的成排老屋首先映入眼
帘。树影婆娑，风影摇曳，青葱翠绿间，眼前一幅曼妙
的田园图景正徐徐展开。

坐落于万泉河畔的南强村有着与都市全然不同
的静谧，碧野青葱间，一栋栋青砖黛瓦的古宅别有一
番韵味。早在十余年前，当地的村民便意识到了古宅
的可贵，自觉地保护村庄原有风貌。建设美丽乡村
时，村民们大多利用村庄外围的宅基地重新建房，修
旧如旧，而非拆除老宅、大拆大建。正因为如此，如今
的南强村里仍有80余栋保存完好的老宅。

此外，自南强村开展美丽乡村创建工作以来，琼
海市委、市政府引入企业，紧抓“南洋乡愁文化”核心，
秉承“修旧如旧”的建设理念和“无痕”的设计理念，按
照“艺术+”模式，对南强村建筑立面全面改造，乡村
景观环境进一步提升。通过修缮乡村基础设施、完善
乡村产业业态，精心打造出南强客厅、凤凰客栈、凤鸣
书吧、凤凰公社、花梨人家等一系列特色乡村旅游业
态，以及南强码头、南强花海等配套设施，让南强村成
为一座集休闲、旅游、精品度假、康养等为一体的国际
著名的生态“艺术+”村。

更难能可贵的是，南强村在保存古风古貌的同
时，也在引导村民因地制宜发展产业，走上一条农旅
结合、旅游生金的道路。33岁的村民莫翠灿介绍，过
去村里环境差，到处都能闻见牲畜的粪便味，很多年
轻人离开村子外出就业，但他看到村子的变化后，决
定留在村里干一番事业。

南强村开始建设美丽乡村后，莫翠灿就在村里的
凤凰客栈民宿找到工作。“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还方
便照顾父母！”对于如今的生活，莫翠灿感到满意。

在南强村，像莫翠灿这样在家门口务工、创业的
村民还有不少。不少村民成立乡村旅游农民专业合
作社，打造乡村旅游业态，陆续开起酒吧、美食馆、商
店、民宿、农家乐。

村民莫泽海同样很早就看中南强村的发展前
景，自2015年起，他联系28户农户合股，陆续投入
20余万元对5间相邻的百年老宅串联打造，形成了
如今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为一体的花园式民宿

“花梨人家”。
步入“花梨人家”，庭院里，万年青、茶树和三角梅

的相互映衬给古宅增添了一抹灵韵，老宅中遍布花梨
家具，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似乎都保存着老一
代人的记忆和味道，向世人展示着琼海侨乡传统民居
的古色古香。

“政府高瞻远瞩的建设理念让如今的南强村焕然
一新，既为村里带来了人气，更为这些沉睡已久的老
宅带来了新生契机。”莫泽海笑着说，现在每逢节假
日民宿便门庭若市。如今，在南强村产业发展的带
动下，“花梨人家”已经成为展现南强风貌的一张

“金名片”。
（本报博鳌4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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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博鳌街头，没有人会拒绝那一抹浓郁醇
厚的“歌碧欧”香。步入玉带路附近一间名为“海边
老房子”的咖啡屋，展台上一件件器皿，转角处的老
式电话，挂在墙角的斗笠……浓郁的南洋风情藏在
每一处微小的细节里。坐在窗前吹吹小风，呷一杯

“歌碧欧”，发一会儿呆，所有烦恼都被抛在了脑后。
南洋人爱喝咖啡，因此咖啡文化也得以在琼海

各镇落地生根。《琼海县志》中记载：“清光绪三十四
年（1908年），华侨何麟书从马来亚引进咖啡种子，
在境内试种100亩，获得成功。”从那时起，喝咖啡
慢慢成了琼海人的日常。可以说，他们就是当年最

“潮”的一批时尚人士。
除了喝咖啡，博鳌人的下午茶里还有不少“隐

藏”内容。甜薯奶、鸡屎藤、椰奶西米露、薏粑、高粱
粑，还有各式斑斓、芒果甜

品，似乎无论是饮品还是食物，每一样都带着独特
的“南洋风味”，足以满足食客们刁钻的味蕾。

在过去，人们将去海外谋生称为“去番”，去番
的人被称为“番客”或“南洋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
说的华侨。事实上，琼海人“去番”的历史至今已有
上千年，番客们虽远涉重洋创业发展，但依旧心系
故乡。多年后，不少“番客”纷纷将自己在外的所学
所获带回故土，支援家乡经济、教育等事业发展，这
也让博鳌乃至琼海的文化里多了一抹与众不同的
南洋色彩。正是得益于当地人对自身文化的重视，
这份独特一直流传至今。

如今，乘着博鳌亚洲论坛的东风，博鳌的发展
越发耀眼，越来越多在东南亚地区拼搏的华侨选择
重归故土创业奋斗，反哺桑梓，也为家乡贡献出自
己的力量。 （本报嘉积4月20日电）

博鳌不仅山水
秀美，还蕴藏着丰
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

“海南侨乡第
一宅”蔡家宅、风姿
犹存的古乐城、相
互依靠的百年“夫
妻树”、历尽沧桑的
观鳌亭，还有节庆
里博鳌人喜闻乐见
的赛龙舟、闹元宵、
公仔套、赛肥鸡、舞
狮、打八音……

博鳌人历来重
视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保护，凭借博鳌
亚洲论坛的机遇，
当地的传统民俗、
人文风情焕发出勃
勃生机，吸引世界
瞩目。

谈起博鳌的古建筑，位于留客村里的蔡家宅
榜上有名。走进这座古色古香的特色古宅，人们
总会不由得惊叹。以中国传统为主调，融入东南
亚的艺术元素，同时兼具西方设计理念，它既有
中西合璧的精致之美，又具备防震、防潮、防风
等功能，它不仅是海南侨乡中西建筑风格相结合
的优秀典范，更被誉为“海南侨乡第一宅”。

距离蔡家宅不远处，婀娜多姿的万泉河正在
静静流淌，傍晚时分，夕阳映照着河水与宅院，
碧波起伏，随风荡漾，描绘出一幅动人的乡村图
景。

为了保护和传承好这些宝贵的人文自然资
源，当地引入社会资本，通过对留客村的统一包
装策划，重建古渡口、重修古驿道，建设民宿等
项目打造共享农庄，挖掘出蔡家宅及留客村的历
史，也让其背后的动人故事为人所知。这既为留
客村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也让这座拥有深厚
底蕴的传统古村重绽光彩。

坐落于金牛岭山脚下的沙美村，面朝生态
湿地沙美内海，依山傍水，九曲江和龙滚河将

村庄围绕。整个村落山青海碧，草木葱茏，宛
如一幅山水田园画卷。“每次来到这里，身体和
心灵都得到放松！”在沙美村游览的游客吴毓
敏感慨道。

传统村落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带动和专业
模式的培育。2020年12月，由袁家村、沙美村、
陕西裕华集团三方合作共同打造，总投资约3.3
亿元的“博鳌袁家村·沙美印象”项目投入运
营。在治理和开发过程中，沙美村全面退塘还林
还湿，恢复生态和景观功能，清退了鱼、虾、塘
568亩，复植近300亩红树林，形成了以红树林
保护为主的湿地生态区，也让沙美村在绿水青山
中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如今的沙美村，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
“网红村”，一年游客总量20万人次，村民人均纯
收入破2万元。

通过合理得当的开发利用，博鳌越来越多的
古村落像留客村、沙美村一样“活”了起来，在唤
醒乡愁记忆的同时，当地特有的乡土文明也正获
得传承与保护。

每年六月，博鳌人都会迎来一个盛大的节庆
——端阳旅游文化节。

活动期间，五颜六色的龙舟逐浪竞渡，拔河比
赛现场呐喊声一片，除了琼剧演出、书法绘画作品
展等主题活动，椰香薄饼、石壁五色粽、椰奶清补
凉、炭烧咖啡、斑斓糕等当地特色小吃也会在田园
集市里竞相展出，琳琅满目的美食佳肴引得游人流
连忘返。

琼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端阳旅游文
化节，是展现博鳌田园小镇建设新成果的重要契
机，也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现代文明的具体
行动，将助力琼海创建全省优秀旅游城市，塑造博
鳌“外交小镇”的新形象。

每年的元宵节，博鳌镇上同样热闹非凡，古村
落里处处灯笼高挂，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家

家户户大门口的八仙桌上，一只只大肥鸡被主人
精心装饰，彰显着主人的勤劳，也寄托着村民的
美好愿望。这就是当地特色元宵民俗活动——赛
肥鸡。

据说，赛肥鸡是由明代祭祀城隍爷的祭礼演变
而来。每到元宵节，各家都会摆出一只泛着油光、让
人垂涎欲滴的水煮鸡，由村里乡贤组成的评委会负
责选魁。谁家的鸡最肥，说明谁家会养鸡，拥有这份
荣誉的村民，自然也会获得更多乡亲的敬重。

武术表演、舞狮、公仔套、打八音……除了赛肥
鸡，元宵节当天，博鳌镇上还会举办丰富的民俗活
动，引得市民游客前来参与。借助传统佳节和当地
的特色节庆活动平台，博鳌让更多富有特色的民俗
活动得以传承，也让更多游客感受到博鳌文化的动
人魅力。

传统村落 在开发建设中重绽光彩

特色民俗 在节庆中传承发展

南洋风味 在饮食中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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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客村地处万泉河下游，河海相连，生态优美。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