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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获评全国城乡交通
运输一体化示范县

本报讯（记者陈子仪）近日，交通运输部下发
通知，公布53个县（市、区）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
化示范县名单。其中，我省琼海市入选。

据悉，交通运输部自2016年起持续开展城乡
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创建工作，旨在调动各地
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的积极性，带动各
地提升城乡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客运服务、货运和
物流服务均等化水平。

近年来，琼海不断优化城乡交通运输基础设
施建设，围绕自然村通硬化路工程、窄路面拓宽工
程等“六大工程”，大力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全市
农村公路总里程2998.409公里，等级路率、具备
条件的自然村通硬化路率、列养率均达100%，优
良中等路率达99.66%。

与此同时，琼海还结合城乡居民的出行需求
和特点，共新辟、调整6条线路，并建设智慧交通
运输综合监管平台，实现全市交通运输运行状态
的可视、可测、可控，提高交通运输安全保障、应急
处置和运行服务水平。

琼海还积极完善三级物流网络建设，以邮政
为主，充分整合利用快递、电商等资源，形成以市
级邮件快件分拨中心为核心、乡镇邮政支局或快
递物流配送站为支撑、村级邮政物流配送点为基
础的市镇村三级农村物流网络节点体系，实现建
制村直接通邮、通快递比例达100%，切实解决百
姓买难、卖难的问题。

2024年海南省
社区运动会明起举行

本报海口2月21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旅文厅获悉，“中国体育彩票杯”2024
年海南省社区运动会暨全民健身大拜年活动将在
2月23日至3月3日先后在海口市东坡老码头、
儋州市文化广场、屯昌县体育馆和文化公园、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七仙岭广场举行。

主办方在全省4个市县设置篮球比赛、乒乓
球比赛、街舞比赛、轮滑比赛、趣味运动会、迎新春
游园、体育嘉年华等活动。活动将充分结合海南
特色体育资源推动我省全民健身活动深入开展，
结合春节节日气氛，以体育为切入点，提高广大群
众的健身热情和身体素质，形成全社会共同建设
和谐社区的良好氛围。

本次社区运动会由海南省旅文厅主办，海口
市旅文局、儋州市旅文局、屯昌县旅文局、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旅文局承办，海南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海口东坡老码头协办，中国体育彩票支持。

海口秀英区扶持
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
最高奖励300万元

本报海口2月21日讯（记者习霁鸿 特约记
者陈创淼 通讯员王明珠）2月21日，《海口市秀
英区促进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试行）》
（以下简称《扶持政策》）发布实施，旨在通过“真金
白银”提升楼宇经济发展质效，推动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

《扶持政策》扶持对象涵盖入驻使用楼宇的企
业、楼宇开发企业、楼宇业主以及楼宇运营企业。
对入驻楼宇的企业，支持最高12万元/年的入驻
租金补贴；10%装修工程的入驻装修补贴；以及科
研平台、500强企业、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和外资
企业5万元至300万元的一次性落户奖励。

对楼宇开发企业及业主，支持楼宇推进标准化
认证，对获得任一项国家绿色建筑、LEED、WELL、
BOMA评价认证的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励。

《扶持政策》明确，支持楼宇加快建设进度，开
工后两年内完成建设投产且自持比例不低于
50%的商务楼宇给予最高50万元的奖励；支持楼
宇增加产权自持比例，对保持产权自持比例为
50%、70%、100%的商务楼宇，分别给予15万元、
25万元、35万元的补贴；支持楼宇提高产业集聚，
以打造一批总部经济专业楼宇、促进非亿元楼宇
跨能级发展为目标，对成功打造总部经济专业楼
宇给予50万元-150万元的奖励，对成功培育特
色产业楼宇给予50万元-200万元的奖励，对楼
宇内纳统企业年度总营业收入达到条款要求的给
予最高100万元的奖励。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余佳琪

2月 19日晚，俯瞰陵水黎族自
治县新村镇，田间灯火通明，在夜色
中形成绚烂的“灯光星海”。

“火龙果灯海实在太美了！就像
星辰散落大地一样。”游客曾如馨特
地驱车过来打卡，还没开始摘果，她
就和朋友互拍了许多张照片。眼前
400余亩的果园便是麦家火龙果基
地，也是近日社交平台上火爆的陵水
旅游目的地——“麦小姐的果园”。

“评论和私信都在问晚上果园里
有没有花开，很多人就是奔着这个来
的！”长着一双笑眼的“麦小姐”名叫麦
洪俏，是该基地园主的女儿，“95后”的
她用“互联网思维”帮父亲打理果园，
去年12月在社交平台创建了账号，基
地除了日常供货销售外，还面向游客
开放了采摘游，每人门票19.9元。

如今，许多游客专程晚上过来，
就为了打卡这片绝美的灯海。每当
夜幕降临时，数万盏补光灯同时亮
起，整个果场一片“灯光星海”如梦如
幻，蔚为壮观。“作为热带水果，火龙
果的花芽分化需要12个小时以上的
光照，但每年10月后昼短夜长，我们
就会在夜间进行补光。”麦洪俏向海
南日报记者介绍，每一株火龙果树的
上面，都有着一盏专属的照明灯。

不光是灯海，以亲子游为主的火
龙果花海也吸引着大批游客观赏。绿
色的藤条上，白色花瓣包裹着嫩黄色
的花芯，一朵朵盛放的火龙果花硕大
而美丽，由于天黑的时候绽放，天亮的
时候花苞就收拢，被称为“夜仙子”。

“火龙果花还是头一回看到，无
论形状还是开放时的特性都和昙花

挺像，太新奇了。”朱淇来自北京，今
年春节假期，一家四口到海南沿着东
线自驾游，陵水是倒数第二站，在网
上看到基地的消息后，特地带着孩子
前来游玩。

4公里外，三角梅花海与火龙果
花海遥相辉映。

连日来，陵水新村南湾花镇同样
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几十种颜色的
三角梅竞相绽放，与奇石、碧水相映成
趣，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吸
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去打卡。

据了解，南湾花镇共种植200多
万株三角梅，其中有2000余株20年
以上的精品三角梅。穿过环形人工
湖上的观光桥，一座木屋映入眼帘，
古色古香的建筑搭配颜色清新的三
角梅，成了游客拍照的热门取景地。

来自四川的游客沈涛告诉记者，
自己大年初六从海口驱车来到了南湾
花镇，到达时间是正午时分，那时临时
停车场已经停满了车辆。“简直太美
了，随手一拍就是‘大片’。”沈涛说。

一处景点的火热，也让“约拍”
“跟拍”等商业活动随之火爆起来。
作为陵水的一名自由摄影师，梦梦从
今年年初开始在“小红书”上展示她
在南湾花镇拍摄的“客片”，陆陆续续
有游客找上门来。“春节期间每天都
能接到十多名游客的问询。”在梦梦
的镜头下，人们脸上的笑容盛开，绽
放在花海中。

（本报椰林2月21日电）

白天赏三角梅花海，晚上看火龙果灯海

来陵水，看不一样的“海”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春节期间，主打老爸茶的海口正
方华美食店电话被“打爆”了。

“每天都会接到很多电话。一看
号码归属地，大多都是内地的。”正方
华经理朱志立说。

这个春节假期，前不久刚刚入选
海南省级非遗项目的老爸茶成了来
琼游客热捧的打卡地。平价的美食、
热闹的氛围、悠久的历史，让这个接
地气的海南本地餐饮文化紧紧抓住
了游客的好奇心。

2月20日下午，位于海口市四季
昌商贸批发城内的正方华总店和往
常一样座无虚席，共计5000多平方
米的两层大厅里，操着不同方言的顾
客，在各个窗口前排起长队。

这已经是节后客流量有所回落
的场面——大年初四开业后，正方华
两家门店的单店日客流量都能达到
8000至1万人次。

正方华总店二楼，为了守住好不
容易等来的位子，新疆游客曾禹安特
意安排一位家人“留守”，其余人则分
散到各个窗口各自排队。

曾禹安从队伍中探出身子，边用
手机拍摄视频边说，“这里的餐点都
是现做的，新鲜。”

“在海南的最后一天必须来喝一
顿老爸茶！”在恒兴发茶店总店，上海
旅客甘先生和女友已经进入“战斗尾
声”，桌上的菜接近光盘。甘先生拿
起自己的菜单，展示给海南日报记
者：西多士、招牌大包、凤爪、鸡翅、柠
檬茶、奶茶、菠萝包，“网上推荐的前
几名基本上都点了，都好吃，不愧是
上过纪录片《早餐中国》的老爸茶。”

距离起飞时间还早，甘先生学着

当地人，打算在茶店里多坐一会，“有
了这样接地气的本地文化体验，这一
趟旅行才算圆满了。”

临走时，甘先生又花了55元，打
包了蛋挞、鸡蛋糕和蛋黄酥，准备夜
间航行时填肚子。

一品味老爸茶位于海甸岛，老板
郑良全家族4代专营老爸茶生意，声
名在外，也吸引了许多游客。“尤其是
不久前老爸茶习俗成为省非遗项目，
慕名来体验的游客更多了。”郑良全
统计，“人比往年春节多了很多很多。”

游客体验海南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给老爸茶带来了新变化。
日常，一品味老爸茶的营业高峰

期是上午和下午，中午本地客人少，
为了保证新鲜，店里也就只供应清
茶、西点等。初六开门后，郑良全察
觉到中午进店的游客数量庞大，赶紧
吩咐后厨在中午也新增凤爪、猪肚、
排骨等中式蒸品，暴涨的点单量让他
知道，自己这个决定没错。

“今年春节海南旅游太‘热’了，
我们也跟着沾光啦！”恒兴发茶店老
板娘邱天颜说。

（本报海口2月21日讯）

这个春节假期，老爸茶店成了来琼游客热捧的打卡地

在海口，品不一样的“茶”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黄婷
实习生 冯兰茜

“惊奇是在海螺里听到大海的声
音/惊奇是触摸到火山石的瞬间/惊奇
是在房间里闻到海草的味道……”当外
地学生遇上海南，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
应？这个寒假，来自广州、贵阳、重庆等
地的11名少年用《惊奇》长诗作答。

诗意的琼岛，万物皆灵动，处处
是惊奇，这些孩子们把海南写成诗、
唱成歌。

启程
三位家长的“不谋而合”

广州自然教育工作者万方喜欢
和孩子们一起在自然里摸爬滚打，10
年前的海南之旅让她对儋州“念念不
忘”。与万方熟识的重庆家长番茄、
贵州家长小山同样对这个热带海岛
充满向往。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在今
年寒假为孩子们组织一次海南之旅。

1月28日，11名小学生跨越千
山万水，从广东、重庆、贵州等地相聚
海南儋州。

成都五年级学生康珂瑜此前未
到过海南，她期待在浪漫的大海边抓
螃蟹，体验渔民的生活。贵州学生冯
晨煦5岁时随父母到过文昌，儿时的
记忆虽已模糊，但辽阔无边的大海、
细软的沙滩、美丽的海贝仍清晰刻在
脑海里，她期待再次与美景相遇。

旅程
写“惊奇”长诗赠海南

沿着峨蔓镇绵亘十余里的火山

海岸漫步，脚踩浅海礁岩，感受百万
年前火山喷发、水乳交融的地理奇
观；在夕阳的余晖下赶海拾贝，看寄
居蟹探出头来，观水鸟捕鱼；去千年
古盐田学习晒制海盐，于“刮土淋卤”
中感叹古人的智慧；到乡间小路赏蓝
蝴蝶在花间跳舞，品仙人掌的果子甜
又甜；逛中和古镇追寻历史遗迹，与
东坡先生进行一场跨时空的对话
……八天七晚的旅程都不曾离开儋
州，孩子们却兴致勃勃。

“一个地方，即使一个小村庄也
足以折射海南的美。”万方说。

大海、沙滩，火龙果、仙人掌，白
头翁、三角梅，海葵、牛背鹭……孩子
们所到之处，所见之物，满是新奇，他
们把海南的美都写进诗里。旅行第
二天，孩子们已写下长达11段共44
句的诗歌《惊奇》。

火山石上晒衣服、渔网做的吊
床、浮标做的灯罩……少年们徜徉在
海南这个特别的水边博物馆，体物入
微，所见所感跃然纸上，《惊奇》诗歌
越写越长。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又陆
续“写”下87句诗，最终一起发现131
处“惊奇”。

吃饭时、旅途中、赶海时，孩子们
会不约而同朗诵《惊奇》，你一句，我
一句，即兴谱曲，低吟浅唱，怡然自
得。11个孩子，无一人接受过专业
的声乐训练，经过几天的努力，却把
整首诗连贯地唱了下来。

8天的旅行，峨蔓镇灵蕃村古盐田
驿站老板李如方大部分时间陪同。《惊
奇》长诗让李如方很有感触，他请求孩
子们把长诗留下来，并挂在了驿站大
厅正中央。

“非常感谢这些小朋友，让我们

进一步发现家乡的美。”李如方说。

归程
书写属于自己的“惊奇”

2月4日，孩子们结束海南之旅，
踏上归程。他们把属于海南的“惊
奇”留下了，也把属于自己的“惊奇”
带走了。

回到贵阳老家，冯晨煦把自己和
小伙伴们在海南的合影用三页纸画
了下来。

康珂瑜回到成都后，与乐队老师
一起给《惊奇》写了简谱，并录了伴奏。

多位孩子迫不及待地想把《惊
奇》带到音乐课上，让同学们听到来
自海南的“惊奇”。

“这次旅行让不少孩子挖掘出隐
藏在角落的兴趣爱好。”番茄说，有一
个孩子回家后重拾起闲置2年的钢琴。

海南带给孩子的“惊奇”是美景、
美食、美物、美俗，更是“美丽的自己”！

“跟着孩子的视角，遇见惊奇的海
南，真美！”“每一处惊奇，是天马行空
的童真，也是万物有爱的海南。”11名
少年海南“惊奇游”的相关视频在海南
日报、新海南、南海网、南国都市报抖
音、快手、视频号及新海南客户端上发
布后引起广泛关注，网友们纷纷留言
点赞。 （本报海口2月21日讯）

11名外地少年的海南“惊奇”游记

②日前，小朋友在新村镇采摘
火龙果。 本报记者 王迎春 摄

①近日，游客在陵水南湾花镇
游玩赏花。 本报记者 余佳琪 摄

11名孩子一起写的《惊奇》长诗。受访者供图

屯昌做强枫木苦瓜等
“一镇一品”特色产业

本报屯城2月21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林小丹）2月21日，在屯昌县枫木镇苦瓜种植示
范基地，在连片竹棚下，瓜蔓沿着挂网攀爬犹如织
起了绿色帘布，多名农户正忙着拔锄田埂边的野
草，一个个长势喜人的苦瓜幼果垂挂在枝蔓间，预
计将于下月陆续上市。

“经过数年来培育与发展，如今枫木苦瓜已成
为我们一个响当当的农产品品牌。”屯昌县农业农村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经统计，2023年屯昌县枫木苦
瓜种植面积4410亩，亩产约8000斤，产值约1.17
亿元；今年，枫木全镇苦瓜种植面积约有4430亩，目
前生长及挂果情况十分可观。屯昌有关部门正引导
农户对接市场，为苦瓜上市拓宽销路做足准备。

“做足‘土特产’文章，延伸做好枫木镇苦瓜、
新兴镇功夫鸡、西昌镇南熙咖啡等‘一镇一品’‘一
村一品’特色产业。”屯昌县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
按照初步安排，屯昌今年将以举办枫木苦瓜节、新
兴镇稻香米开镰节等活动为契机，积极推广“屯长
香”县域农产品公用品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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