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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万宁
三亚
昌江

登上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
前行约50米，绿树掩映下一座形
似海洋生物砗磲的建筑引人注
目。几位游客正拿起手机拍照，
和它合影留念。

“这是我们的‘网红’旅游厕
所‘海上花’。”蜈支洲岛旅游区绿
化部经理蒋祥玉笑着说。

“海上花”投资约500万元，
以AAA级旅游厕所标准打造，于
2017年正式投用，占地576平方
米，可以容纳近百人同时如厕。

“我们在原先旧厕所的基础上进
行了全方位升级改造，尝试将厕
所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形成一
处景观，兼具实用性和艺术观赏
性。”蒋祥玉介绍，因远看如一朵
花瓣，故取名“海上花”。

走进“海上花”旅游厕所，满眼
皆是绿色，随处可见一盆盆绿植装
点其间。在洗手台等区域，还装饰
有不少鲜艳的花朵。

贝壳、海星、海螺……抬起
头，厕所的顶部吊挂着不少五颜
六色的海洋生物模型，与地面各
处安放的章鱼等大型海洋生物模
型遥相呼应，游客仿佛置身海中，
与海洋生物做伴，一股“海洋风”
扑面袭来。

在厕所待了一会儿，发现这
里除了干净整洁，给人最大的感
受是没有异味，反而有一股淡淡
的香味。原来，厕所在安装了空
气净化器的基础上，还加装了一
台喷香器。

据介绍，“海上花”集母婴室、
管理间、家庭卫生间、无障碍卫生
间等多功能区于一体，可以满足
不同游客的如厕需求。

随着去年底海南环岛旅游公
路的开通，将蜈支洲岛旅游区等
多处景区景点串联成线，越来越
多的游客慕名而来。

环岛旅游公路三亚段全长131公里，串起
海棠湾、亚龙湾、三亚湾、崖州湾四大海湾，游客
可以尽情领略迷人的海景风光。这里的海水碧
蓝清澈，与天空融为一体，在阳光的照耀下，海
面波光粼粼，仿佛洒满了无数颗钻石，璀璨夺
目。你可以在沙滩上漫步，体验轻柔的海风拂
面，聆听海浪轻拍岸边的声音，感受大海的宽广
和深邃，让身心获得放松和愉悦。

行驶在三亚段，你可以放慢车速，欣赏到沿
途的壮丽景色，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魅力。无论
是壮阔的大海、成林的椰树，还是青翠的稻田、
盛放的鲜花，都能让人沉浸在旅途中，享受每一
次的惊喜与感动。

来到天涯海角，仿佛可以听到古代文人墨
客留下的诗词歌赋，感受到他们对这片土地的
热爱与眷恋。而崖州古城更是历史的见证者，
它见证了三亚的沧桑变迁，也见证了这里人民
的勤劳与智慧。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南部）沿途会经过三
亚、陵水、乐东等市县，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人
文魅力，你可以与本地居民交流，他们热情好
客、善良淳朴，他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都充
满了浓厚的地域特色。

历史悠久的疍家文化赋予了海南环岛旅游
公路陵水段浓厚的人文气息。在新村渔港，一
个个渔排排成行、连成片，颇为壮观。这些渔排
是疍家人在延续传统水居船屋功能的基础上，
结合新时期生产和生活需要建造的集养殖、居
住于一体的民居样式。游客可以选择在渔排上
享用晚餐，品尝新鲜的海鲜美食，感受疍家美食
文化的丰富多样。如果有机会，你还可以听到
疍家人哼唱的咸水歌，深入了解疍家文化。

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乐东段，你可以看到
盐田闪耀。这是盐场工人辛勤劳作的成果，他
们运用世代相传的技艺，将普通的海水变成洁
白的食盐，这一过程既充满智慧，也蕴含丰富的
文化内涵。

行驶在环岛旅游公路南部，你可以选择各
种风格的住宿设施，来享受一段悠闲自在的住
宿体验。你可以选择位于海边的酒店或民宿，
每天清晨在海浪声中醒来；或者选择位于山林
间的酒店或度假村，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清新。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的慢调体验，是一场关
于放松、探索与发现的旅程。沿途你可以参加
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海滩烧烤、篝火晚会、
露营等，这些活动不仅能让你更好地融入当地
的生活，还能结识五湖四海的朋友，让旅程变得
更加精彩纷呈。

汪曾祺曾说，不热爱美食的人生是有缺憾
的。同理，一段没有美食的旅行亦是遗憾的。
当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像一串珍珠项链，串起一
处处秀丽之景时，如果要选择其中一段探寻海
南美食，一品琼岛真味，那不得不提琼海、万宁
段——海南四大名菜（文昌鸡、嘉积鸭、和乐蟹、
东山羊）中，嘉积鸭、和乐蟹、东山羊都在这里。

环游琼海，就不能错过一只鸭和一只鹅。
鸭指的便是皮爽肉嫩、肥而不腻的嘉积鸭。嘉
积鸭的烹制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有“白切、板
鸭、烤鸭”三种，其中，尤以充分凸显鸭肉原汁
原味的“白斩”（即白切）最为经典。一只鹅则
是温泉鹅。温泉鹅以白羽鹅种为主，主要产于
万泉河中下游沿岸的嘉积镇、博鳌镇、中原镇
等地，以散养为主。这样成长在万泉河畔的温
泉鹅不粗不柴，肉质鲜美爽口，深受消费者喜
爱，俨然成为海南“第五大名菜”。烹饪时，或
可经典白切，配上本地青桔、蒜蓉等制成的特
色蘸水，食之清甜鲜香，嫩滑爽口；或做烧鹅，
色泽金黄诱人，闻之油香四溢，配上甜酸蘸酱，
食之脆而不腻；又或是做鹅煲，热腾腾的锅、浓
郁鲜香的肉汁儿，在降温的秋冬季吃上一口，
实在温暖应景。

在以滨海风景著称、拥有多个特色海湾的
万宁，以和乐蟹为代表的海中鲜味定要品尝一
二。和乐蟹，又被称为膏蟹，以膏满、膏红、膏
实著称，为其他青蟹罕见，尤其是其脂膏，格外
金黄油亮。这样与众不同的蟹产于万宁市和
乐镇港北内海。

而在最宜滋补的季节，羊肉实在是不可或
缺。东山羊是万宁特产，也是全国农产品地理
标志产品。东山羊就是在万宁东山岭放养的
黑山羊。由于岭上水草丰盛，丛林茂密，山泉
清澈，悬崖绝壁危耸，既是东山羊绝佳的觅食
之地，亦是其健身运动的天然场所。长期在此
觅食饮泉，其中包括鹧鸪茶等稀有草木，东山
羊便体小肥壮，烹饪后肉肥味美，汤白无膻。

剧作家、诗人田汉品尝东山羊后曾赋诗：
“琼州多胜地，此岭独岿然。羊肥爱芝草，茶好
伴名泉。”

在万宁，东山羊食法多样，白汁东山羊是
最传统又最具代表性的菜品，羊肉爆炒、调味
后，与党参、红枣等配料倒入砂锅中炖煮，汤汁
乳白不腻、皮嫩味美、味香不膻，目前已入选
《中国烹饪百科全书》，成为国宴菜。如果旅行
时结伴亲友众多，那么集白汁、白切、扣肉、干
煸、香炸羊排、红焖羊腿、香煎肝、椒笋炒羊肚、
韭香羊血、椒盐羊蹄等多种做法的全羊宴，实
在不可错过。

提到环岛公路，你会想到什么颜色？是一
望无际的蓝，还是沿途郁郁葱葱的绿？在西部，
除了蓝色和绿色，能看到的还有灰色的古城墙、
土黄色的庙宇……这是历史留下的颜色。

明代洪武初年，朝廷在琼州府属地设立了
海南卫，在各个县份设立多个所，这就是沿袭元
代的“卫所制”。为了及时掌握军事情报，官府
还在全岛很多地方设立了烽燧台（即烽火台）。

由于年代久远，这些烽燧台许多早已无迹
可寻。但顺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来到临高角附
近，海边藏着的惊喜不止沙滩里的螃蟹与贝壳，
在这里，昌拱烽燧和龙豪烽燧两座烽燧台遗址
仍矗立着，一块块明代残砖见证着时间的悄然
流逝。

放眼远眺，临高角灯塔仿佛一个坚守岗位
的“海洋卫兵”。这座海南岛最早的灯塔，由法
国人始建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

离开临高，向西南方向走，便来到儋州境
内。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儋州故地
便设置“儋耳郡”，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南
梁大同年间（535年—545年），梁武帝在儋州之
地设置崖州，管辖整个海南岛。据南宋名臣李
光《儋耳庙碑》的说法，崖州的治所最开始在西
汉儋耳郡故址，后因发生水患，冼夫人将治所移
到了高坡（今中和镇）。明洪武六年（1373年），
中和筑基建城，分别于东南西北方位设德化、柔
远、镇海、武定共四座城门，其上各建敌楼，外筑
月城，沿城浚壕，如今，武定门仍保存完好。

来儋州不得不去的地方，位于中和镇的东
坡书院当数其一。东坡居儋三年，给当地带来
的影响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苏轼曾作一诗：“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
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这首诗的“主
角”是位于如今儋州木棠镇境内的儋耳山，又因
山上多松树而得名“松林岭”。南宋金丹派南宗
的创派人白玉蟾青年时到松林岭修炼，儋州民
间一直尊称他为“白衣公”。如今到儋州游玩，
不如登松林岭一探究竟，看看岭上岭下的美景。

从松林岭下来，顺着环岛旅游公路驱车不
久，便到了昌江。距县城石碌镇50多公里的昌
化镇，是古代昌化县的治所。昌化镇有座峻灵
明王庙，庙里的一些古碑刻值得观瞻。

《昌化县志》记载：“南汉封山神为镇海广德
王，宋元丰五年封峻灵王，下建峻灵祠。”1952
年，庙宇毁于飓风，后两次重建，庙内保存着《真
灵碑》《重立峻灵王庙小记》《万古流芳碑》等重
要文物。

“五一”假期前，浙江游客陈蓉和家人选择
错峰出游，提前坐船越过琼州海峡抵达海口新
海港。从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的起点一路向东
走，宽阔的滨海大道上海风习习，浪涛声声，椰
影婆娑。

海口湾的时尚是什么模样？那是你可以
坐下来点杯咖啡或喝个椰子水，静静观赏车辆
穿梭的世纪大桥；若碰上好天气，还可在此赏
月；如果你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可以沿着海岸
线前行，进入云洞图书馆，找个靠窗的位置看
会儿书；看书看得累了，就到世纪大桥正下方
的海角商业街逛一逛，品尝美食，听听音乐，面
朝大海，放空自己。

海口湾的时尚不止于此。当夕阳洒满海
口湾，顺着台阶拾级而上至屋顶，脚下的驿站
如同绵延起伏的山峦，又如泊于海上的一艘
船、一朵云，唯美而浪漫。

这几年，海口通过建设海口湾畅通工程、
西海岸贯通更新工程，让互联互通的岸线构建
起全民共享的公共滨海空间。云洞图书馆、海
口湾演艺中心、海口国际免税城……

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探索海湾，是不少
海口市民近来的旅游乐趣之所在。从海口向
西直抵澄迈县桥头镇的道伦湾，这里水深海
阔，绵延数十公里的沙滩宛如一条淡黄色的飘
逸“丝带”，与透明碧蓝的海水相映成景。

从道伦湾沿着公路向东，便来到被誉为
“中国富硒地瓜第一村”的桥头镇沙土村。游
客可以在村里的咖啡馆内品尝到地瓜蛋挞、拔
丝地瓜、芝士地瓜等各类地瓜美食。村里的

“与时光对饮”咖啡店内，客人坐得满满当当。
一路一风景，一段一特色。傍晚时分，在

距离环岛旅游公路不远的才芳村，海面上一艘
艘渔船在落日的余晖映照下泛着金光。

从海口江东新区一路向东，穿越海文大桥
后，文昌市铺前镇，一处颇具南洋风情的古镇，
穿过长长的骑楼老街走廊，午后的阳光斜落在
斑驳的墙壁上，有种别样的美。铺前老街临港
傍海，一栋栋骑楼展现着中西合璧的建筑风
格，见证着历史与乡愁。各楼建筑立面、柱体、
墙面图案、女儿墙无一雷同……

文昌籍华侨还带回了南洋风味小吃的做
法，让今天的游客在铺前老街可以品尝得到此
类美味，当然也有当地世代传承的糕点。

明代，铺前港已经开发。近代，许多坚强
勇敢的文昌人就是从铺前出发，搭乘一艘艘木
帆船下南洋，大量的人员与货物进出铺前港，
也成就了当地经济的空前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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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支洲网红厕所

方寸之地
“海上花”

■ 海南日报记者 刘杰

解
锁
国
家
海
岸
一
号
风
景
道

﹃
快
进
慢
游
﹄

旅游的最佳状态是什么？
不少资深背包客认为，要快捷地
到达目的地，然后慢慢地体验当
地的文化习俗和品尝那里的特
色美食。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及其相
关配套设施和在地旅游产品，正
是本着“快进慢游”的愿想设置
的。环海南岛的12个市县，因
为地理环境的差异，不但呈现了
风光旖旎的自然景观，也孕育了
丰富多彩的人文之花，留下了骄
傲喜人的文化遗产。

因此，快，是深层次旅游的
大忌，唯有慢，才能细细咀嚼，收
获无穷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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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中和镇东坡书院。
海南日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琼海温泉鹅。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文昌市铺前镇骑楼老街。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三亚蜈支洲“网红”公厕“海
上花”。 海南日报记者 刘杰 摄

游路·快进慢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