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

推出两条非遗文化
旅游线路

本报八所4月10日电 （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方宇杰）今年

“三月三”期间，东方市推出两条
非遗文化旅游线路，让市民游客
在旅行中感受黎族特色旅游商
品、大自然风光、黎族传统建筑船
型屋、黎族藤竹编技艺等，体会非
遗的无穷魅力。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4月10日从东方市政府有关部
门获悉的。

两条非遗文化旅游线路

东方非遗城区一日游路线：东
方黎锦文化中心→东方织娘品牌展
示馆→东方黎锦技艺展示馆→黎家
小院→东方黎陶陈列馆→东方苗族
技艺手工坊

东方非遗城乡两日游路线：东
方黎锦文化中心→东方非遗两馆
（黎苗文化产业园，原三月三广
场）→大田镇玉道黎锦专业合作社
→东方黎族民间博物馆（东河镇黎
锦大楼二楼）→东方黎族传统工艺
工作站（东河镇黎锦大楼五楼）→江
边乡白查船型屋→娥仙岭风景区→
黄花梨山庄

图①为4月10日晚，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在县城三月三广场
举办“三月趣琼中，遇见心海南”
主题文艺晚会。

本报记者 苏庆明 摄

4月10日，在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七仙广
场，唱响三月三民歌
大赛举办。

图②为表演者
为观众带来精彩的
歌舞。图③为歌手
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王程
龙 摄

本省新闻 2024年4月11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罗清锐 主编：刘婧姝 美编：陈海冰 检校：王振文 符发A03 综合

■■■■■ ■■■■■ ■■■■■

关注“三月三”

本报讯（记者吴心怡）欢聚“三
月三”，共叙儋洋情。4月9日，2024
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
节庆儋州分会场活动在该市兰洋镇
举行。

当天晚上8时，以“春暖三月三·
大美新儋洋”为主题的“三月三”节庆
儋州分会场文艺晚会在歌舞《红红的
篝火》中拉开序幕，随后广场舞、歌曲
联唱、歌伴舞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本场晚会分为“欢聚‘三月三’”“共叙
儋洋情”“圆梦自贸港”三个部分，演
员们身穿艳丽的民族服饰，伴随着欢
快的节奏载歌载舞，传递出浓浓的节
日氛围。

“我们表演的是广场舞《客家山
歌情意长》，有一百多名舞蹈演员参
与演出，今天的节日气氛特别浓，我
们聚在一起特别开心。”儋州市兰洋
镇南罗村村民陈薇说。

除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儋州
还举办了黎族苗族特色长桌宴、特色
产品展销、民族传统体育竞技等活
动，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三月
三”，传承弘扬少数民族文化。

儋州：用歌舞传递节日氛围

白沙：

举办民歌比赛
展示民族文化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李亚萍）4月8日晚，以“三月初三
爱在白沙”为主题的首届白沙黎族
自治县“民族团结·天然杯”歌手大
赛决赛启幕，经层层遴选的12名选
手轮番登台，为大家献唱曲调优美
的民歌。

当晚，专业评委从每一名选手
的音色、音准、节奏、民族服装、舞台
表现力等多方面进行评分。最终，
参赛选手杨海龙演唱《黎家美》荣获
冠军，吴儒磊、王斯连荣获亚军，李
乐杰、陈建湘、陈杰荣获季军。活动
主办方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
旨在为广大音乐爱好者提供一个展
示才华的平台，吸引更多的群众与
游客了解并喜爱白沙的民歌文化、
民族文化。

为更好地营造“三月三”节庆
氛围，白沙有关部门倡议全县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社
会各界人士及广大群众在“三月
三”节庆期间穿戴本民族服饰，以
靓装出行的方式快乐过节，让远道
而来的游客近距离感受白沙浓郁
的民族风情，也充分展示白沙各族
人民团结促和谐的精神面貌。

本报讯（记者刘宁玥）4月9日，
“黎风苗韵 锦绣琼中——2024 海
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月三’北
京专场旅游、农产品宣传周活动”在
北京市海南大厦启动。

本次活动以海南黎族苗族传

统节日“三月三”为契机，将琼中当
地特色美食、优质农产品空运到北
京进行展览展示，扩大琼中农产品
的知名度和“琼中好味”区域品牌
的影响力，展示琼中黎族苗族特色
文化。活动还对琼中地区的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旅游业等重点产业
和琼中女足体教融合等重点项目
进行了详细推介。

近年来，琼中持续打造琼中“奔
格内”精品旅游线路和“琼中好味”地
区特色品牌，实现了生态资源变发展

红利，发展底蕴稳步增强、优势逐步
凸显。同时，琼中还努力打造海南自
贸港“绿色高地”，在重点项目建设、
生态环境保护、社会综合治理等方面
持续发力，走出了一条可持续绿色发
展之路。

琼中启动北京专场旅游、农产品宣传周活动

聚焦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024年4月09日12时—4月10日11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3

22

22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4

33

31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跑向一个崭新的春天

◀上接A01版
在一批批驻村工作队的指导和帮助下，

2017年起，毛纳村翻新改造、清洁村庄，打造美
丽乡村，并结合实际发展大叶茶等本地特色生
态产业，还引来企业带动茶农增收、丰富乡村旅
游产品……

“驻村工作队一步步带着我们，在保护环境的
前提下扩种有机绿色茶叶，外出找来大茶企收购，
茶青价格一下子就提到了每斤30元。”王琼香感
概，她也在帮扶下，将最初的5亩茶园慢慢扩种至
如今的40亩。

依托大叶茶等产业，2023年毛纳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2万元以上，古老黎村用短短几年时间
实现了脱贫摘帽。靠着大叶茶、槟榔等产业，王琼
香家2023年的家庭人均收入达到3万多元。

今年2月，她还花6万多元买了一台无人机，
学习新的施肥技术，茶园里也靠着政府扶持建起
了步道、观景平台，产业业态更加丰富。

大叶茶之于五指山，是特色，更是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

结合地处热带雨林的实际，五指山市大力发
展茶产业，做优做强“林果”“林药”“林游”等林下
经济，制定“普查、纯种、扩种、增量”八字发展方
针，与海南省农科院、云南农业大学合作开展基因
测序，全市扩大种植茶叶达1.2万亩，茶产业产值
大幅增长，2023年实现总产值破亿元、较2021年
增长210%，带动全市1244户茶农实现增收。

如今，村子里不时唱起新编的《五指山茶歌》，
村民们用淳朴歌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做大旅游 吸纳更多人气

步入毛纳村，造型独具特色、由万根柱子搭
建的竹屋广场首先映入眼帘。“竹屋广场从去年
9月29日开放以来，已经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
次。”五指山市水满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冯斯
福介绍。

“过去身在宝山空手而归，现在身在宝山硕果
累累。大叶茶发展起来了，下一步就是生态旅
游。”冯斯福话语质朴，也描绘蓝图。

2022年6月，毛纳村改建原游客服务中心，
建起全新竹屋广场，配套建设游客中心、党群服务
中心、毛纳书屋、毛纳会客厅、无动力乐园、木屋咖
啡、主题邮局、文创产品店、民俗体验区等旅游及
公共服务基础设施。

广场外沿，具有黎族特色的演出舞台、原始复
古的茅草船型屋等设施，常迎来不少拍照打卡的
游客。秉持规划先行的理念，毛纳村按照一心、两
轴、三区、多点的核心景观设计思路，系统性打造
村庄生态旅游图景。现在，村内已有综合服务区、
雨林漫步区、（黎寨）船屋民俗体验区、活动演艺区
和组团集散区五大功能服务区。

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让毛纳村可以承办篝
火晚会、非遗表演、大型实景演出、读书分享会等
各类中大型活动，节假日期间，平均日接待游客上
千人。今年春节假期，村里还打造了“毛纳夜游”
项目，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兴趣。

今年初，广场旁边的一块空地上，一栋三层的
民宿酒店也动工建设，将为下一步的生态旅游发
展提供硬件保障。

水满乡茶园众多，但基础设施差，曾经全乡只
有一座标准的观光型茶园。针对痛点施策，五指
山市两年来围绕生态有机、观光采摘等需求，支持
打造什巾岭、空中岭等茶旅融合生态农业基地，让

“看得见茶园、闻得到茶香、品得了茶味”成为游客
到水满乡的第一印象。

不负期待，水满乡2023年接待游客量约6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超4300万元。

发挥特色 民族文化现活力

毛纳村是一个黎族村落，黎族文化在这里生
生不息。

人们来到这里，除了品茗，也为了一睹黎族文
化风采。赶上这个机遇，村民王政珠和王菊茹组
织起舞蹈队，旅游旺季时跳起竹竿舞、黎族共同
舞，一天下来能收入近千元。

传承民族文化的未来在孩子们身上。毛纳村
帮扶单位海南省外事办公室为此指导成立了一支
由水满乡少数民族孩子组成的童声合唱团，首唱
就在毛纳村。

在省外事办帮助下，孩子们以五指山少数民
族歌曲为主，一有时间就排练准备，甚至得到了站
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舞台的机会。今年1月26
日，合唱团演唱的歌曲《把五指山唱给法兰西》在
CGTN法语频道等多个外语平台播出，引发中法
两国的关注。

最先加入合唱团的王茹涵说，黎族民歌带她
走向了更大更远的舞台，下个月她还将和其他合
唱团成员一起赴巴黎参加中法文化交流活动，把
五指山的故事唱给更多人听。

不只是民歌，策划民族时装“村秀”、实施黎锦国
际化人才培养、持续开展群众参与性高的共跳民族
舞蹈活动、推动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
群众免费参与各类非遗项目培训班……一系列措
施步步接续，将少数民族文化发扬光大。

“共产党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
子上。好了还要再好，不能止步。”从这个春天再
出发，毛纳村在奔赴振兴的道路上接续奋斗。

（本报五指山4月10日电）

本报三亚4月10日电（记者李
梦楠 徐慧玲）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以下简称运动会）将
于11月在三亚举办。连日来，在三亚
国际体育产业园体育馆内，800余名
建筑工人奋战一线加快项目建设，确
保提供高标准场馆场地。

“我们将现有人员按照新老搭配、
强弱互补原则进行分组，将场馆（地）
按位置区域划分到各组，由各组负责，
高标准进行场地、设施、设备改造。”运
动会执委会场馆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运动会执委会制定出台《2024年
度场馆（场地）维修改造方案》，对多个
场馆场地开展场地平整、室内外装修、
增设LED屏等改造工程。

此外，结合省七届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及测试赛办赛情况，运动
会执委会进一步优化场馆场地选址。

三亚大茅远洋生态村是秋千比赛

场地，为了减少风力对比赛的影响，秋
千比赛场地由山顶处调整至木屋营地；
将毽球场地从三亚中学体育馆调整至
场地面积更大、功能设施更优的三亚中
瑞酒店管理学院综合馆，充分展示了主
办方对比赛细节的精心考虑。

运动会执委会相关部门全力做好安
全保卫、医疗应急、食宿接待等各项工
作，为各项目比赛顺利进行保驾护航。

在住宿方面，初步选定22家酒店
作为运动会接待酒店，6 家备选酒
店。距离各场馆车程总体控制在30
分钟以内，节约通勤时间，为运动员提
供舒适的入住体验。

在餐饮方面，谋划精心准备兼具科
学营养和特色的餐品，各接待酒店在加
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的基础上，增强餐
饮保障力量，提高餐饮服务工作水平。

“运动会期间，我们设立赛事医疗
卫生保障指挥中心，实行24小时值班

运转。”医疗卫生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部还在接待酒店设立医疗中心，在
大型活动现场以及比赛场馆派驻医护
人员和急救车辆，指定7家定点收治
医院开辟绿色就诊通道。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
我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民
族体育盛会。自2018年运动会接力
棒传给海南开始，筹办工作便有条不
紊的推进——

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统筹部
署，多次派出工作组赴海南调研指导运
动会场馆场地建设、竞赛组织等重点筹
备工作，为运动会筹备工作指明方向。

海南高度重视筹备工作，省委主
要负责人亲自动员部署，形成“省级筹
委会+市级执委会”的筹备工作机制，
成立了由省长任主任的筹备工作委员
会，组织保障体系构建完善。

锚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

民族体育盛会”这一目标，作为举办地的
三亚，全心全力投入运动会筹办工作。

在市级层面，三亚成立由市委书
记、市长任主任的执行工作委员会，下
设“一办十四部”具体负责各项筹备工
作的实施。

场馆建设、志愿服务、交通安保
……每周召开的运动会专题会议，逐
个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确保各项筹办
工作扎实有力推进。

按照主办单位和省政府系列专题
会议部署要求，三亚共梳理和细化运动
会筹备总体工作计划627项，重要节点
任务74项。同时对筹备工作任务倒排
工期，挂图作战，闭环督办，确保运动会
筹备工作科学规范，有力推进。

三亚加大宣传力度和范围，推动
运动会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点燃人
们参与热情。“今年11月，运动会的押
加项目将在学校举行，不少同学都选
择成为志愿者，为运动会举办尽上自
己一份力。”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生陈
东说。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根据测试赛情况优化场馆选址
2024第三届文昌排球节
“春光杯”九人排球邀请赛落幕
泰国队夺得冠军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近日，
2024第三届文昌排球节“春光杯”
九人排球邀请赛在文昌市排球馆落
幕。最终，泰国队夺得冠军，全国精
英队获亚军，海南队和新西兰队分
获第3名和第4名。

本次赛事采用内场赛事和外广
场的综艺互动、舞台演艺、同频直播
的双会场方式。开幕式融入中国传
统文化展示、灯光秀、泰国艺人啦啦
队表演等特色元素，以“沉浸式”体
验赛事活动的方式，给观众奉上一
场视觉盛宴。

文昌市排球节自 2022 年创
办以来，每一届都吸引了众多球
迷的关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应和品牌效应。此次赛事以九人
制排球赛为纽带，举办高水平赛
事，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加强
与海内外的联系和合作，推动海
南文昌侨乡的本土文化，打造具
有规模及影响力的九人制排球知
名 IP赛事，展现“中国排球之乡”
的魅力。

制图/孙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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