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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环湾新区邻里中心主体
预计7月封顶
年底交付使用

本报那大6月2日电（记者林书喜 通讯员
麦彦礼）儋州环湾新区邻里中心项目一期正加快
建设，预计7月完成主体封顶，年底交付使用。

6月2日，在该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在进行局
部主体结构施工。环湾新区邻里中心项目占地共
27.63亩，总投资约6.12亿元，定位为环湾区旅游
消费中心。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主要建设多功能
复合展馆、邻里中心、地下停车库及其附属配套设
施等。功能包含邻里生鲜、邻里生活管家、民众生
活体验馆、文化创意体验馆、商务中心等，致力打造
全场景综合类消费邻里中心和商务中心，并提供高
标准政府公共服务，实现全链条管家服务。

据儋州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人
员符泽平介绍，在项目一期顺利推进的同时，公司
正积极筹划二期地块酒店业务项目，计划明年正
式启动建设。项目建成后，将为当地居民提供更
便捷的生活服务，提升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进一
步提升城市形象。

儋州举办
首场低空经济科普讲座

本报那大6月2日电（记者林书喜 通讯员
何秀玲）什么叫低空经济？发展低空经济产业需
具备哪些条件？……儋州首场低空经济科普讲座
系列活动——航空应急救援近日在儋州西庆机场
举办，邀请中航工业直升机和民航医疗救护系统
的专家做专题讲座。当地应急管理、公安、卫健委
等单位相关岗位人员参加。

讲座上，专家简要介绍了低空经济的概念、作
用及意义，并从相关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在应急救
援工作中的应用场景，尤其是航空急救和伤病员的
航空转运、相关医院的对接设施建设、安全监管等
方面作详细讲解，使与会人员增进了低空经济的了
解和认识，也为大家在今后工作中更好地应用低空
经济的相关知识与场景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据儋州市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还将
针对低空经济举办“航空文旅知识”“低空经济产
业”“无人机应用”等专题活动，为相关部门单位和
大众普及低空经济的相关知识，进一步推动相关
部门单位加强低空安全的监管体系和能力建设，
更好地服务儋州低空经济发展。

“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
清。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
羹。”居儋期间，东坡生活清苦，其子苏
过为改善父亲饮食，以山芋和大米做
羹，东坡尝后非常喜欢，为这道羹赋此
诗，这道菜也以“东坡玉糁羹”之名流
传至今。

太阳下山，儋州市中和镇四成酒
家的招牌亮起来了，其上“弘扬东坡美
食文化”的字样引人注目，许多“东坡
迷”慕名而来，只为品尝东坡诗里的那
一碗羹、一杯蚝。“以前只知道东坡肉、
东坡肘子，来了儋州才知道东坡在这
里也留下了这些特色菜肴，今天品尝
了东坡玉糁羹，绵润可口，有很浓的米
香味。”食客李先生说。

四成酒家负责人彭顶珊介绍，该
餐厅距离东坡书院仅5分钟车程，以
制作东坡菜肴闻名，“来打卡的游客不
少，几乎每一桌都会点几道东坡菜肴

尝一尝。”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海南省东坡文化保护利用三
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明确
指出将推动“东坡肉烹制技艺”“东坡
玉糁羹烹制技艺”“东坡生蚝”等项目
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在儋州，同样被重视起来的东坡
遗存还有木棠镇锦山村。据传苏东坡
初到儋州不久，便在当地州官张中的
带领下拜访了黎民黎子云四兄弟，居
儋期间也与四兄弟来往密切，并为四
兄弟新居选址。据相关学者考证，苏
东坡将四兄弟中的黎子徽新居选在锦
山村。如今，锦山村的黎氏族谱、黎氏
宗祠、遗迹遗存等都能为这段历史提
供证明。

为了丰富儋州本地东坡资源，4
月25日，东坡锦山小院挂牌成立，儋
州本地“苏学”学者及东坡文化爱好者
共聚一堂，开展东坡文化赋能乡村振

兴文化交流会。5月18日，儋州发布
一条东坡文博研学游路线，东坡锦山
小院与东坡书院、海花岛艺术博物馆
群等东坡文化展示地串联在一起，为
喜爱东坡文化的游客提供了新去处。

此外，位于儋州市中和镇的桄榔
庵苏东坡纪念馆、东坡井、石质碑刻保
护、中和大桥等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在
保护和传承东坡文化的同时，也为第
二届中国（海南）东坡文化旅游大会顺
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环境。

近年来，儋州坚持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深挖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为儋
州旅游注入强劲的文化内涵。儋州市
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东坡文化是
儋州重要的文化IP，儋州将继续推动
东坡文化赋能，打造更多的文博文旅
新内容、新场景、新业态，助推儋洋一
体化文博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那大6月2日电）

推
动
东
坡
文
化
赋
能
，打
造
文
博
文
旅
新
内
容
、新
场
景
、新
业
态

儋
州
﹃
东
坡+

﹄
加
出
新
光
彩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东坡古
琴音乐会在儋州市儋阳楼拉开了帷
幕，众多市民游客穿着古风服饰相
聚于此，歌唱吟诵东坡诗词，在音乐
中感受儋州厚重的文化底蕴。

“繁华‘轼’锦”东坡古琴音乐会
是儋州2024年博物馆日暨旅游日
主题活动中的重要部分，从这场别
出心裁的活动中不难看出，儋州坚
持深入挖掘保护、利用东坡文化，推
动东坡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多样化、年轻化的活动让东坡文
化“出圈”。

琴声悠悠如流水，《水调歌头》的
旋律从古琴师马华的指尖缓缓流淌，
雅致清逸，一如东坡之精神境界，旷达
悠远。

“古琴与东坡文化的结合非常精
彩，我和孩子一直都对东坡文化、传统
文化特别感兴趣。”活动现场，儋州市
民钟妙玲和女儿专注地聆听着古琴，
感受着穿越千年的文化魅力。

像钟妙玲和女儿一样，在东坡文
化浸润下长大的儋州人，对东坡先生
的敬仰和对东坡诗词的喜爱似乎已经
到了“与生俱来”的地步。在儋州，“东
坡迷”上至老人，下至少年，谈起东坡，
他们总能聊上些什么。

“我是土生土长的儋州人，从小就
听着东坡的故事长大，受东坡精神影
响，也很喜欢表演由东坡诗词改编的歌
曲。”古琴音乐会上，儋州音乐人符业多
弹奏着吉他与古琴相呼应，演奏由苏轼
经典诗词改编而成的歌曲。从事音乐
行业十余年来，符业多将他对东坡的敬
仰表现在了他表演的歌曲里。

5月4日，“‘轼’水年华，快意青春”
东坡青年系列主题活动在青年节这天
启动，“苏风丹青·东坡翰墨”沙龙、“东
坡印象”主题创作以及“‘轼’水年华”青
年音乐会等活动连番上演，连续12个
小时，活动举办地儋州市青年文化创意
园人潮不断，除了本地市民，还有专门

从外地赶赴而来的游客，想看看东坡文
化与青年文化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
及”的词语是怎么融合的。

“东坡文化与青年文化相碰撞，给
我们带来一份独特的文化体验，让我
感受到儋州这座千年古郡的新魅力。”
海口游客黎芸熙说。

两场东坡音乐会，一场古典，一场
新潮，各有特色，这是儋州以东坡文化
为主线，广泛开展不同类型文旅活动
的生动缩影。继“东坡+古琴”“东坡+
绘画”“东坡+现代音乐”之后，儋州还
将继续壮大“东坡+”，让千百年前的
古文化在一场场文旅活动中焕发出新
生机。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
人。”近日，儋州市青年人才协会党支部
书记、东坡乐圃研学基地负责人万海容
正忙着备课。短短一周，这首苏轼所作
的《食荔支》她已经念了数百遍。

“我正在筹备东坡专题研学课，第
一期就围绕这首《食荔支》来给孩子们
上课，主题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东坡故
事知几多’。”万海容介绍，该基地即将
推出的课程围绕东坡文化展开，共分为
6期，每期开设8-12岁和10-15岁两
个班级，课程内容除了学习东坡诗词、
了解东坡生平，还加入了荔枝运动会、
荔枝饮制作等互动环节，寓教于乐。

“如果直接和孩子们讲东坡的心
境、精神，对他们来说并不好理解，在

相关学者的指导下，我们选择从细节
处入手，用孩子们日常生活中能接触
到的东西来引入，引导他们认识东坡、
学习东坡。”万海容说，为了保证课程
的专业性，该项目聘请四川大学及香
港中文大学的两位学者作为理论顾
问，为课程内容提供建议。

“传承东坡文化、东坡精神是需要
接力的，现在通过这些研学课程，我们
正在将接力棒交到孩子们的手中。”谈
及为何要开设东坡专题研学课，万海容
说，研学课程的开设不仅能够传承弘扬
东坡文化，还有利于盘活乡村资源，推
动乡村振兴。“这个基地原本是一个闲
置农庄，研学能吸引更多孩子、家长、老
师来到这里，为村庄带来人气。”

近年来，儋州持续开展东坡研学
活动，由儋州市旅文局主办的“书润古
郡，研学东坡”跟着书本去旅行活动中，
孩子们走进东坡书院，游览载酒亭、载
酒堂、东坡祠、钦帅泉等景点，听讲解员
将苏东坡谪居儋州、造福百姓的故事娓
娓道来。随后，孩子们还积极动手学习
拓印制作，穿上汉服领略私塾文化，学
习古代文人礼仪，吟咏苏东坡诗词。

“我们还在筹划一场东坡话剧，
以东坡少年求学的经历为主要内容，
目前已经进入剧本撰写环节，很快就
要在全市范围内召集演员，组建‘青
童话剧社’。”万海容说，话剧社的名
字正取自东坡的诗句“喜我归有期，
举酒属青童。”

东坡+文旅 多样活动中的“东坡身影”

东坡+研学 向孩子们传递“接力棒”

东坡+美食 重现诗词典故引“打卡”

■ 本报记者 吴心怡

“儋州粽是很讲究的，这是多年来
儋州粽一直畅销的原因。”6月1日，在
2024年海南粽子行业创新争优竞赛
省级决赛现场，儋州粽子行业协会会
长简国平骄傲地展示着儋州粽子，粽
味飘香、粽体青绿，糯而不烂、咸甜适
口，这便是历史悠久、备受消费者喜爱
的儋州粽。

儋州粽如何“讲究”？首先是用料
讲究，“儋州粽用料新鲜扎实。”简国平
说，猪肉要农家养殖、新鲜宰杀的，鸭
蛋要本地美味鲜香、油润饱满的跑海
鸭蛋，搭配上野生粽叶、火山岩地区种
植的糯米，组合在一起，便组成了食客

“舌尖上的儋州粽”。
用料有讲究，生产流程也有讲究。

在儋州广和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里，包粽工每人还配有一个食品秤，每
包一个粽子都要给它称“体重”，力求每
个出品的粽子，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重
量。不仅如此，粽子的外貌也有“模
板”，为五角粽、呈金字塔形，中间一角
高，底部平面四角，沿中间角对称各扎
两道线。“这样做出来的粽子结实，煮熟
后剥开，糯米表面泛着青绿色。”生产部
负责人吴丽卯说，“这些统一的标准，有

利于我们规模化生产和销售。”
吴丽卯所说的标准，来源于《地理

标志产品 儋州粽子》地方标准。
2016年，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儋
州粽子”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2017年“儋州粽子”获得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注册，从事儋州粽子生产的厂
家必须按照地方标准来生产。

“最传统的蛋黄猪肉粽中，糯米、
猪肉、跑海鸭咸蛋黄的比例为2两米、2
两肉、1颗蛋。”参与制定标准的儋州粽
子传承人孙少仁说，除了材料配比，该
标准还对生产工艺流程、卫生指标等
方面提出了要求，厂家可以根据标准
适当创新，但产品质量必须符合规范。

“煮粽子最怕出现糯米夹生，经过
多年实践，我们配备了先进的蒸煮设
备，通过低压蒸煮的方式降低粽子夹
生的几率，而且一次可以煮1000个粽
子，效率大大提高，煮出的粽子风味也
更佳。”儋州广和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田传明说。

“最近根据订单量，每天要生产
8000至1万个粽子，这两天也在计划多
开一条生产线，多增加人手。”吴丽卯一
边跟记者聊粽子，手上没有停下粽子生
产工作。

此外，儋州粽子的产品创新也有

讲究。除了传统的蛋黄猪肉粽、蛋黄
豆粽外，近年来，儋州粽子出现了许多

“新花样”。在海南粽子行业创新争优
竞赛中，来自海南省儋礼黄皮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儋礼黄皮”）的
黄皮粽在传统儋州猪肉蛋黄粽的基础
上融入本地百年黄皮，引人食指大动，
在创新粽子竞赛中获得了创意奖。

“黄皮粽的制作并不复杂，泡发后

的糯米加适量盐和黄皮叶粉调味，与
五花肉、咸蛋黄、黄皮果干一起包进粽
叶里，经过煮制，具有独特黄皮风味的
粽子就出炉了。”儋礼黄皮负责人符明
堂介绍，黄皮粽子清新解腻，自2022
年起推向市场后，受到消费者青睐，明
年将大面积推广。

而海南海殿堂食品有限公司则融
入了海洋饮食习惯，将干鲍鱼、干鱿鱼、

干虾条等海货加入传统儋州猪肉蛋黄
粽中，用传统柴火慢煮12个小时，让食
客在粽子中尝到源自大海的味道。

此外，儋州还开发推出鸡屎藤粽、
斑斓粽等不同口味的粽子，多样化、个
性化的口味让儋州粽子焕发了新的生
机。简国平介绍，2023年儋州粽子产
值达1.5亿元，远销北京、上海、广东
等16个省市。

“未来将继续发挥协会桥梁和纽
带作用，加强儋州粽子的品牌建设和
市场推广，同时对企业生产流程和粽
子质量进行严格监管，提高儋州粽子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让更多的消费者
品尝到正宗的儋州粽子。”简国平说。

（本报那大6月2日电）

儋州推动粽子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擦亮美食新名片

儋州粽：一个“讲究”的粽子

9名博士入驻儋州木棠镇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吴心怡）日前，儋州市木棠镇举
行“儋洋党旗红·博士村长”欢迎仪式，来自海南大
学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9名博士在村民的欢
迎中走过拱门，开始他们对木棠镇美龙村和长老
村的帮扶工作。

“我们将尽快开展调研，深入了解村里的种植
情况。”长老村“博士村长”团队组长凌鹏说。据了
解，此次入驻美龙村的3名博士分别从事美丽乡
村、旅游管理、热带作物经济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
入驻长老村的6名博士则分别从事种质资源开发
利用、遗传育种、热带果树栽培等方面的科研。

“长老村存在产业发展水平不高、人才供需支
撑不足、乡村振兴思路不清等问题，博士村长入驻
我们村后，将在科学制定乡村发展规划、指导农业
产业发展、推进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农业技术优秀
人才等方面助推乡村振兴。”长老村党支部书记李
日珍说，该村将全力支持“博士村长”开展工作。

“儋洋党旗红·博士村长”由儋州市委组织部、
儋州市农业农村局与海南大学、儋州市乡村振兴
研究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多方联动，共同构
建博士联村助村机制，促进儋州“三农”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

海南西部旅游联盟
走进山西推介

本报讯（记者吴心怡）近日，由儋州、东方、澄迈、
临高、昌江、屯昌、琼中、白沙等8个市县组成的海南
西部旅游联盟走进山西省开展旅游推介系列活动。

当天，海南西部旅游联盟与太原市人民政府
座谈共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太原市相关部
门分别介绍文物保护利用经验做法、打造国家级
旅游休闲街区及夜间文化旅游消费聚集区的经验
做法、交旅融合的经验做法等，并提出“冬游海南，
夏游山西”的思路。海南西部旅游联盟各市县也
介绍了当地文化旅游发展情况，共商进一步深化
海南西部和太原市在文旅方面的交流合作事宜，
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会后，儋州市旅游协会与山西省旅游协会旅
行社分会签订文化旅游市场开发战略合作协议，
通过共享客源、联合推广、互动交流等方式，助推
两地文旅事业迈上新台阶。

此外，海南西部旅游文化市集路演活动还在
太原龙湖万达广场开市。该市集融合旅游、文化、
美食等多种元素，通过“旅游+市集”的路演形式，
集中展示海南部分市县的旅游资源，展演非遗民
俗、展销旅游商品等，向山西省市民游客展示海南
西部独特的旅游魅力。

海南西部旅游文化市集现场人山人海，很多
市民游客被现场的打卡点、文旅产品、特色文艺展
演等吸引，前来观看了解、拍照打卡。

儋州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山西是海南
重要的旅游客源市场之一，海南西部与山西在旅
游资源、旅游市场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互通性、互补
性，合作潜力大。

■
本
报
记
者

吴
心
怡

儋州市中和镇东坡书院。（资料图） “轼”水年华青年音乐会活动现场，儋州本地歌手演唱由东坡诗词改
编的歌曲，吸引市民游客观看。 活动主办方供图

在儋州一家粽子企业生产车间，工人在制作粽子。通讯员 黎有科 摄

⬆ 传统的儋州蛋黄豆粽以糯
米、豆类为主料，猪肉、跑海鸭咸蛋黄
为馅料。 通讯员 黎有科 摄

东坡书院里的东坡雕像。（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