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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阳光和大海几乎全年
“营业”。找一处海湾看落日晚霞，是
不少人生活中的“标配”，或鸥鸟掠
过、渔歌唱晚，或湾区潮涌、活力澎湃
……

提到海湾，人们印象各不相同。
在四面临海、逶迤连绵的海岸线

上，海南的海湾特点各异，它们的魅
力也日渐“出圈”。近日，省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公
布2023年度海南省美丽海湾名单，
海口湾、三亚湾、海棠湾、感城港湾、
棋子湾入选其中。

回顾此次2023年度海南省美丽
海湾评选，参选海湾需要闯过5道

“关卡”：初审、专家评审、现场考核、
厅局会审、社会公示。

“去年9月通知发出后，沿海各
市县积极响应，5个市县的7个海湾
参加了评选。其中三亚海棠湾、昌江
棋子湾、东方感城港湾，被评为2023
年度海南省美丽海湾。同时，入选国
家美丽海湾优秀案例的海口湾、三亚
湾也自动获评海南省美丽海湾。”省
生态环境厅副厅长邸伟杰说。

从现场考核环节看，海棠湾、感
城港湾、棋子湾现场公众满意度分别
为94%、100%、100%，且这三个海
湾海滩和近岸海域目视清洁。在12
个相关厅局会审推荐环节，海棠湾、
感城港湾、棋子湾三个湾全票通过。

对美丽海湾的考核评选，生态是
重要的衡量标尺，是条硬杠杠。

去年年初，我省发布《关于加强
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明确构建“水清滩净、
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海湾建
设格局。

以海口湾为例，在控污净海方
面，“我们通过加强海洋污染综合防
治，推进黑臭水体治理，实施‘流域治
理+一河一策’，全面提升入海水系
水质，消除入海水系劣Ⅴ类，海口湾
近岸海域水质长期保持优良。”海口
市湾长制事务中心主任谢恬介绍。

海湾是重要的海洋景观带，是面
向大众的生态产品。此次摘得省级
美丽海湾桂冠的5处海湾，出彩之处
各不相同。

在海棠湾，原生态内河水系、潟
湖、湿地、山体林地等元素共同勾勒
出这一处海湾依山傍海的美丽轮廓，
而蜈支洲岛、后海半岛等热门景点及
一系列旅游配套则增添别样魅力，吸
引无数游客在此流连忘返。

而作为东方市“八港七湾”之一，
感城港湾拥有上千年的发展历史，这
一港湾自然资源禀赋优越，集旅游与
渔业于一身，正朝着农旅文融合发展
方向迈进，打造“海湾—河流—湖
库—乡村文化融合一体的生命景观
线”。

如果一路向北，到达另一处省级
美丽海湾——棋子湾，则会发现这里
林海一体的独特景观令人印象深
刻。近年来，当地通过推进海湾环境
治理、探索海洋垃圾治理新模式、开
展海防林修复等多措并举，推动海洋
生态保护修复取得实效。

穿行不同美丽海湾之间，无论是
想找一处白沙碧浪近距离感受生态
之美，还是想找一处迷人海湾享受清
新自在，或是想找一处热闹的海湾地
标“打卡”，总有一款适合你。

如今，海口湾变得越来越“吸
睛”，也越来越有人气。借助海口湾
畅通工程，海口湾扩大生态驳岸与滨
水湿地，打造优质滨水公共开放空
间，慢行道、跑步道、骑行道三道贯
通，高标准建设16个“海口·海边的
驿站”，串联起沿线多元景观，为市民
游客构建起诗意的城市生活空间。

在三亚湾，这里的亲海环境品质
也焕然一新：海月艺术驿站、海虹旅
游驿站、海洋文化驿站从无到有，游
客服务、海洋文化、滨海研学等业态
随之展开；凤凰岛桥头公园、小洲岛
复绿公园等多个绿地公园落地建设，
为公众提供运动休闲、休憩娱乐的亲
海空间，成为打开海边快乐生活的一
把钥匙。

“希望让‘水清滩净、鱼鸥翔集、
人海和谐’成为滨海常景常态，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临海亲海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生态环境部海洋生态环境
司副司长胡松琴说。

蓝天通透白鸥近，碧水无穷
雪浪深。

漫步在感城镇扶室社区海
边沙滩上，海风清爽，脚下柔软
的细沙，被海浪冲刷着，洁白无
瑕；海浪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发
出轻柔的涛声，像是大海低吟，
让人心旷神怡。海鸟在海岸线
上空翱翔，共同演绎着大自然的
和谐之歌。

每到夏日或是傍晚时分，附
近的居民和游客会来这里尽情
玩耍，享受海水的清凉、海滨的

浪漫与惬意。“每年3、4月，时常
发现有白海豚出没。”扶室社区
党支部书记吴赞玲说，扶室社区
位于感恩河入海口南侧，西临大
海，北靠感恩渔港，是感城镇唯
一的渔民社区，“感城港湾海水
盐度适中，海水水质优良稳定，
海湾海洋生物种类丰富，丰富的
鱼类资源吸引了许多海钓爱好
者前来海湾夜钓。”

感恩河是感城港湾入海河
流，古称雨龙江。雨龙江渔钓
处，位于感恩河入海口，东接感

恩河，西连大海，南临扶室渔村，
是感恩八景之一的风景胜地。
《感恩县志》《琼州府志》皆有记
载：“此地城墙森严，河海交汇，
海浩河淼，山明水秀，海上千船
竞发，万帆翩飞，岸上礁石丛生，
绿树群长。古往今来，此地垂钓
者众，观光者多。”清代感城第一
位岁贡麦穗有诗云：“独钓一竿
月，长随万顷川。……谁识龙江
趣，鲜鱼味更鲜。”

感恩河入海处便是感恩渔
港，古称县门港。县门港是西汉

置九龙县（即今感城镇）后建立
的港口，由于紧挨县城门口，故
得名。九龙县成立后，密切了与
大陆的联系，海上交通运输逐渐
频繁，县门港成了商品物资贸易
的集散地。到了隋代，在九龙县
的旧址设立感恩县以后，经济的
发展促进了县门港的繁荣。据
史料记载，自隋至清末1300余
年中，县门港一直是商船云集之
处，“帆樯之聚，森如竹立”，感恩
县出产的大批土特产品通过此
港运往大陆及岛内各地。

东方感城港湾入选省级美丽海湾

一湾湛蓝 一城

时光悠悠，岁月起风华；大
地苍苍，平原织锦绣。

感城港湾背靠感城镇区，具
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感城镇有
近2000年的县治历史，经历了
多个朝代，历史悠久、底蕴深
厚。西汉时期，感城设立九龙
县，县治设在九龙山下（今入学
村处）。

据传，陈末隋初，感恩县大
旱，老百姓在雨龙江拦坝蓄水用
于灌溉，但苦于水低田高无法灌
溉，后来，从中原来了一个叫老

俣公的人带来了风车灌溉技术，
解决了灌溉难的问题，当地老百
姓为了感谢他赠送了一块名为

“感恩戴德”的牌匾，从雨龙江引
出来的水称为“感恩水”。后以

“感恩水”建县，改名为“感恩
县”。

乡土恩是古代感恩县人民
敬畏自然、感恩故土精神的内
核，是感恩文化的起源。

早在唐宋时期，官府就在感
城办学，设立私塾、家塾、族塾。
明成化九年（1473年），感恩县

在中和乡（感城）、南丰乡、北富
乡各设一所乡学。清康熙三十
七年（1698年），知县姜焯设立
义学一所于圣宫，请廪生曾相鼎
执教。

在北宋时期，感城曾有符确
和赵荆考取进士、明清两朝考上
举人13人。

由于感城的历史文化悠久，
加上区位优势明显（临海、临港、
临河），又是鱼米之乡，全国各地
群众陆续不断迁入，历史上曾出
现感城、宝上这样超万人的特大

村庄，光感城村就有70多个姓
氏，这也说明感城人十分包容。

近年来，感城镇依托当地独
特的生态环境、气候优势和土地
资源，大力发展热带高效农业，
推动农民持续增收铺就了“快车
道”。

2023年12月，海南环岛旅
游公路全线通车。海南环岛旅
游公路（东方段）距离感城港湾
200米左右，途经感城镇，将给
感城文旅产业发展带来新机
遇。

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并
岭南，在海南岛上设置儋耳郡
和珠崖郡，在感恩河出海口的
九龙山设九龙县。隋朝在汉九
龙县的故地上置感恩县，北宋
大观年间在俄贤岭下中方村设
镇州。

唐宋时期的宰相韩瑗、崔
元琮、卢多逊、丁谓、赵鼎及胡
铨等名臣者南贬崖州，东方便

成海南琼崖古西道的必经之
地。从北黎港下船后经大南村
（今十所村），过小南村（今新龙
镇下通天村）至县门驿（今感城
扶室村东）百余里路，有太多的
文人墨客与谪臣贬官吟诗作
对，抒情咏志的人文轶事，曾回
响在东方乡间田野。明清时
期，由县吏及乡贤吟诵出来的

“感恩八景”，更成为岛西一颗

璀璨夺目的明珠。“天马插云”
“大雅返照”“龙江渔钓”“碧沙
回流”“东臬玩月”“西楼听潮”

“南郭春畴”“疍村烟雨”等人文
名胜，被渲染成为岛西一块人
文祥瑞的风水宝地。

原归感恩县管辖今佛罗丹
村人，清代廪生石清一首诗《九
龙八景合赋一章》，如何将东方
的这块人文名胜浓缩成为古时

文人墨客的打卡地。诗曰：大雅
巍峨迥不群，碧沙如带影如鳞。
数峰奔逐来天马，一望云烟绕疍
民。东出城闉寒月皎，西登阁楼
海潮新。龙江渔父才歌罢，又听
南郊庆早春。

这些文化遗产见证了感城
地区的发展和变迁，也成为了吸
引游客和学者前来探索的重要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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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城镇，这座千年古城，传
承汉韵古风，拂拭历史烟尘，古
老的九龙山横亘城北，青翠的大
雅山逶迤东向，城南田野瓜果
香，城西碧海连天远。

那么，如何玩转感城镇？

逛哪？

◎●感恩学宫
感恩学宫位于东方市感城

镇感城村东南侧的感城粮所内，
其前后为街道，左为民居，右为
感恩县衙，是古代感恩的最高学
府，原叫“儒学”，后与孔子庙合
在一起，故称“学宫”，俗称“圣
庙”或“文庙”。感恩学宫，是感
恩文化的发源地，它始建于宋
代，历经多次迁址，是明万历25
年知县朱景和将县治由生旺大
雅坡迁回中和乡，即现在的感城
镇原城址后重修的。如今，感恩
学宫已是海南省和东方市的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雅坡明万历县
治城址

大雅坡明万历县治城址位
于感城镇生旺村大雅坡上，依山
傍水。明万历十年（1582年），因
旧县治濒海而常被海水侵蚀淹
没，感恩县治从中和乡（今感城
村）东迁大雅坡（今生旺村），故感
恩县当时也称大雅县。大雅坡明
万历县治城址呈方形，内土外石，
城辟东、南、西三个城门和北部一
个小门，城门由三合土砖砌而
成。遗址保存一段20米长的石
砌城墙，出土衙署宫殿的墙基，明
代的砖和瓦当以及陶瓷器。

吃啥？

◎●感恩酥饼
感恩酥饼的前身是感恩米

糕，当地俗称为“米盘”。米糕呈
圆状，直径约8厘米，边缘厚度约
1厘米；米糕的底部圆平；边缘至
中间点微微逐高，约1.5厘米；米
糕中间置有甜味馅。

◎●感恩扁豆酱
扁豆酱既是酱又是菜。在

感恩大地上传承制作扁豆酱手
艺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感恩大
地这一带的农人爱吃扁豆酱，大
概与地理气候条件有关系。这
个地方雨水偏少，土地干旱，适
种耐旱农作物。扁豆就是耐旱
作物的一种。舀几勺子扁豆酱
放到大碗里，加入几粒蒜头，或
姜片，烧火煮开或蒸透后，便成
了送饭的一道菜。

海
湾

感城港湾，位于东方市海
岸线中南部，其岸线绵长，20.52

公里的壮观景象让人流连忘返。陆
域面积达34.95平方公里，涵括感城镇

区。感恩角像一头巨大的鲸鱼舞动长鳍，
将感城港湾划分为南部的青草湾和北部的感

恩渔港，形成一幅壮美的自然画卷。
近日，2023年度海南省美丽海湾名单

揭晓，感城港湾凭借其独特的魅力成功入
选。那么，感城港湾究竟有何种吸引力
呢？让我们共同探寻这片美丽海湾的
奥秘。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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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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