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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以文载道，今以文聚力。
澄迈县在文旅融合发展这盘大棋中，以

东坡文化为重要棋子，将文化元素根植于老
城镇的每一个角落。

老城镇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历史古城。据研
究，苏东坡在老城登岸，入住通潮驿，走过老城
长桥（后称为里桥）、游览过古永庆寺，往返经过
通潮驿（老城境内），并留下多篇诗文和墨宝。

当前，澄迈县已开展东坡足迹的调查、挖
掘、整理和研究工作，组织专家考察苏东坡在
澄迈境内行迹遗踪及文化遗产，形成了东坡
澄迈遗踪考察报告，并进行东坡文物资源普
查，将老城古码头、通潮阁遗址、里桥等与苏
东坡相关的古迹登记为文物点。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东坡
文化既要‘守得住’，也要‘活起来’。”澄迈县
旅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在老城地区通过引
入社会力量打造的东坡文化步行街，再现中
国宋代传统建筑风格，古色古香的气韵油然
而生。

文化是一个地方一座城市的灵魂，旅游
是文化的载体、城市的活力。

游客穿梭于三纵三横街巷间，可以沉
浸感受宋朝遗韵。临街处打造特色点位，
定期举办东坡诗文大赛、斗茶大赛、“宋朝

运动会”、抖音换装短视频大赛、花艺比赛、
宋代点茶课等主题活动，从而以沉浸式的
手法全景展现宋朝经济、文化、饮食、服饰、
娱乐生活，着力打造独属于澄迈的“东坡文
化IP+”。

此外，澄迈县还在盈滨半岛海边异地重
建永庆寺，并成功申报为国家3A旅游景区。
在富力红树湾设立东坡书堂，内设阅览室、禅
院、书画室、演礼台等艺文雅室。东坡唐佐纪
念园在老城镇国社村建成开园，成为我省东
坡文化旅游热门打卡点。

同时，澄迈县还举办一系列东坡文化专
题讲座、座谈会、研讨会；依托澄迈学宫开展
苏东坡诗词、书法研习活动，举办澄迈东坡文
化研学活动；深入开展东坡文化进校园活动，
加强东坡文化传承和弘扬。

“我们要紧紧围绕‘更加开放’‘更有深
度’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将东坡文化传承保
护发展纳入澄迈发展开发建设中，保护好相
关文物，创建景区景点，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及琼北旅游资源深度融合，将旅文资源‘串
珠成链’。”澄迈县旅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深
度挖掘东坡文化资源，推动澄迈东坡文旅经
济做优做强做大，打造文化旅游IP，有重要的
时代意义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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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根植文化热土 奏响时代强音

澄江入海，
迈岭绵延。以山
水为名的澄迈县
走过春秋，留下
一路繁花一路
歌。

作为海南三
大文明古县之
一，澄迈至今已
有2100多年，历
史久远，人文炽
盛：900多年前，
澄迈成为苏东坡
登临海南的第一
站，也是他 3 年
后离开海南的最
后一站；始建于
宋代的永庆寺、
建于南宋末年的
美榔双塔等历史
遗迹和人文景观
至今仍是众多游
客的向往之地。

如今，随着
海南自贸港建设
持续推进，澄迈
县依托良好的生
态环境、厚重的
历史文化、丰富
的特色资源，绘
就出一张张“诗”
和“远方”新画
卷，推动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
促进传统文化消
费升级，文化铸
魂、文化赋能和
旅游为民、旅游
富民带动作用充
分显现，文旅产
业高质量发展，
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显著提升。

人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生活在哪里，哪里就
是舞台。

近年来，澄迈县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潜心创作、深耕不辍，文艺事业格局一新、境界一
新、气象一新。

舞台上、银幕前，一批作品“接地气”。
多部影视作品在澄迈开拍，演员张颂文的新剧《猎

冰》取景地之一就在澄迈县大美村；电影《孤注一掷》绝
大部分戏份在海南取景拍摄，涵盖海口、儋州、澄迈、文
昌、琼海、万宁等地；海南首部农业高科技题材动作电
影《裂战》于2023年3月在澄迈县老城镇开机并在当地
多处取景。

古巷里、学堂前，一次讲古“赋活力”。
“讲古”在海南话里意为“听老一辈人讲古时候的

趣闻轶事。”钟灵毓秀、人文炽盛的澄迈留下许多特色
鲜明的人文和历史遗迹。

“‘澄迈讲古’是要把澄迈的文化历史故事讲给市
民游客听，让广大青少年参与其中，让更多群众了解澄
迈的历史。以讲古研学为抓手，通过研学手账本的开
发、文物动漫讲解视频的制作以及线下研学活动的开
展，完成在地非遗和文物等资源的活化。”澄迈县旅文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相传的历史故事中感受独特的风土人情，在历
史古迹与现代元素的结合中体验文化的博大精深……
澄迈在开展文物研学和加强文物保护的同时，找到新
时代文明实践的新路径。

游览澄迈石石矍村，有“游冯氏祠堂”“手账本研读”
“祠堂小画家”等主题体验活动。采用新颖的手绘图形
式，加入趣味互动内容，不仅让游客能在历史文物景点
的“自由行”，还能以“跃然纸上”的方式与文物进行“对
话”，以更加轻松的方式神交千古。

“澄迈讲古”研学活动以“文物+旅游+文化+教育”
的模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鼓励市民游客探究古建
筑的奥秘，详尽介绍景点文化、人文民俗、特色美食、游
玩线路，满足旅游多样化的个性需求及新时代素质教
育发展的需求。

与此同时，澄迈还开展系列文化惠民活动，丰富基
层文化供给，使得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基
层群众，文化产品和服务更丰富、更便捷、更“对味”。

经过多年发展，澄迈通过积极培育壮大文化志愿
者队伍，组织候鸟文化志愿者打造澄迈学宫公益课堂，
并举办系列文化活动，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同
时举办七夕诗词诵读、写一封家书、网上图书馆推广等
线上群文活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同时，澄迈大力实施基层公共文化人才培训工程，
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2020年至今，澄迈
通过“三区”文化人才支持计划招聘文化工作者，深入
镇村开展广场舞、美术、书法、琼剧、笛子等公益艺术培
训，培训文艺骨干及文化后备人才。

踏着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节拍，澄迈的文化事业产
业正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文化传承亮点频出、文化旅
游深度融合、文化成果惠及群众、公共文化蓬勃发展，
一幅幅激扬文化自信的壮丽画卷，正在新时代徐徐展
开。

（本版撰文/高一）

传统与现代交融、发展与保护交织，文旅事业的发
展影响着一个城市的整体实力，是城市的“软名片”。

如何让这张“名片”叫得更响，让文化旅游资源走
向大众，助推当地文化旅游产业实现快速发展？澄迈
在思考，也在行动。

从海口出发，驱车沿环岛高速西线行驶至金马互
通路口下高速，往马村方向再行驶约1公里便抵达澄
迈大丰镇大丰村的“封平约亭”。

游客一下车，映入眼帘的是古朴的青石板路、火山
石堆砌的老房子，依稀可见昔日街市的繁华景象。离

“封平约亭”不到500米的大丰村福丰咖啡山庄，假日
期间，每天能够吸引游客四五百人次。

“为推动古村旅游业发展，各方都在努力，政府相
关部门将修缮部分损坏的老屋和石板路，建设游客接
待中心，提高游客接待能力。”大丰镇有关负责人表示，
近些年古村旅游火热，大丰镇也在大力整治环境卫生，
完善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

近年来，澄迈县坚持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一起守，
力求在保护“绿水青山”的同时收获“金山银山”。发展
过程中，澄迈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发挥生态
优势，支撑经济快速增长，推动城乡同步发展，积攒强
大发展后劲。

“我们通过走好融合发展之路，将乡村旅游业做
大做强。”澄迈县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澄迈县大
力推进旅游与农业、体育、文化、历史等产业深度融
合，丰富旅游供给，形成县域特色旅游产业集群，并
通过“旅游+农业”“旅游+文化”“在地文创+乡村艺
术+文化旅游”等多种发展模式，盘活了澄迈美丽乡
野之景，吸引一批又一批游客到访，也让村民钱袋子
越来越鼓。

此外，澄迈注重打造群众文化品牌，不断探索创
新发展的路径与举措，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开创
乡村文化和旅游融合品牌，先后打造出海南（澄迈）
乡村文化艺术旅游季、澄迈红坎岭开窑节、保良古村
农耕艺术节、澄迈学宫公益课堂等一系列全新的文
化品牌。

“乡村旅游是引领文旅复苏的‘排头兵’，是助推文
旅产业发展的主阵地。”澄迈县旅文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当下，澄迈县一大批乡村旅游示范村成为“热门”打
卡地。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澄迈带动好风景“串珠成
链”，全域旅游如火如荼，培育打造了一批知名旅游小
吃、旅游街区，提高旅游供给品质，提升旅游休闲消费
水平，推动全县旅游业实现持续“井喷式”增长。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澄迈段打卡美景，累了停下来
品尝一杯香醇的咖啡，沉浸式体验海南咖啡文化。”走
进澄迈县，很多游客被这里的咖啡所吸引。

澄迈县是环北部湾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做
好农文旅深度融合文章，提升咖啡品牌知名度，澄迈打
造独特且多元的旅游方式，走出具有澄迈特色的“农文
旅”融合路线。

今年2月初，以“归巢·焕新”为主题的福山咖啡文
化风情镇提升改造项目（一期）竣工及商业试营业暨全
球招商发布会在澄迈县福山镇举行，福山咖啡文化风
情镇在改造提升后启动全新商业试运营。

春节期间，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处处是浓浓年味，
热闹非凡，迎春接福系列活动在此展开，接鼓送福、仙
官送福、送福万家财源滚滚、龙吸福气、投壶接福等特
色习俗活动让游客徜徉在欢乐喜庆的气氛里，沉浸式
体验本地“接福”文化。

在园区内的特色咖啡商业街区，土耳其咖啡、越南
咖啡、南洋咖啡、福山咖啡等“高浓度”集结，整个街区
弥漫着浓郁香味，吸引游客驻足打卡，体验本地闲适、
慢节奏的咖啡文化。

此外，作为琼崖革命老区之一，澄迈也将红色基因
传承下来，不断尝试将其融入到乡村旅游和文化产业
建设之中。

从金江镇高山朗村出发，坐船渡过南渡江，到达龙
江乌什村，继续前往塘北村，沿途风光秀丽……这是一
条串联起澄迈县主要红色景点的特色红色文化之旅线
路。在塘北村可以参观中共澄迈县委成立旧址纪念
馆，感受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

文化传承亮点频出

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文化成果惠及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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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澄迈老城镇罗驿古村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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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澄迈县金江镇美榔村的美榔双塔。

文化铸魂

文化赋能

文化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