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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中午，东方市八所城区东
港路16号的黄记四更烤乳猪店就
人头攒动，热闹得很。

店老板黄波拿起一个用铁叉
串起的乳猪，放在烤架的炭火上，
目不转睛地盯着烤架，不断地将乳
猪翻转烘烤。其间，烤制到一定程
度，他就用小铁叉在乳猪表皮戳一
戳。“猪皮和猪肉之间会出现气泡，

烤制过程中，当发现猪的表皮有变
大的毛孔、且呈棕红色，便戳一戳，
防止猪皮炸裂、影响外观。”他解
释。

随着烤架的温度逐渐升高，乳
猪表皮慢慢转变为焦红色。20多
分钟后，一只烤得焦红油亮、香气
扑鼻的烤乳猪就烤好了。

好吃秘诀
未满月乳猪、独家腌

料、手工烤制

“皮脆、肉香、鲜嫩，美味！”伴
随脆响的“咔哧”声，来自广东的游
客谢先生连竖大拇指，赞不绝口：

“好好味（粤语好吃的意思）！”谢先
生已经光顾这家店10多次了，除
了原味，他还喜欢蘸上白糖或者店
里特制的酸甜醋，搭配来吃。

为何这家店的烤乳猪如此受
欢迎？“我们在乳猪选择、腌料和烤
制工艺上都有讲究。”黄波说，东方
烤乳猪也叫四更烤乳猪，因为乳猪
的原产地就在该市四更镇。在乳
猪选择上，他只收购来自四更镇农

户散养的小花猪，且小乳猪未满一
个月，一般出生后生长了28天左
右，大概有9斤。“这一时期，小乳猪
未断奶，没有吃其他东西，其肉没
有骚味，肥瘦相间，吃起来口感
佳。”选材方面，这也是东方烤乳猪
与其他地方烤乳猪的不同之处。

“为保证口感、食材新鲜，店里
每天限定卖出20只以上，节假日
时平均每天卖出60多只。”黄波介
绍，宰杀小乳猪后，用腌料腌制10
分钟左右，“腌料多年来根据食客
反馈，不断调整而来的。”

在烤制上，黄波选用木麻黄做
的炭，燃点高，灰尘少。“烤制时间
过长、过短都不好，时间过长的话，
乳猪表皮会变老，有苦味；时间过
短的话，表皮就不脆了。”他说，“烤
得好的乳猪放置4至6个小时其表
皮都不会变软。”

此外，“我们坚持人工烤制，不
用机器烤，要把这门手艺传承下
去。”黄波说，他是东方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烤乳猪代表性传承人，

“店里招聘来的师傅需要培训2个
多月才能上岗，不能砸了招牌。”

家的味道
做成了市级非遗

1993年，黄波的母亲开始经营

烤乳猪生意。2012年，黄波从母亲
手里接过家里的经营，注册了“黄
记四更”商标。目前，该店已获评
为“海南老字号”，系东方及全省唯
一一家烤乳猪老字号店。

在东方，像黄波家这样代代相
传的烤乳猪店，还有许多。经代代
相传，东方烤乳猪已改进烤法，成
为东方的十大名菜之一。东方烤
乳猪技艺也成了该市市级“非遗”
项目。

今年，黄波又增加了一个新身
份：东方市旅游酒店与餐饮行业协
会烤乳猪委员会主任。

“有了新身份，希望能为推广
东方烤乳猪作更多贡献。”黄波
说，近些年，为了推广东方烤乳
猪，他陆续到海口、三亚等市县参
加比赛，期待今后有机会出岛比
赛，与国内其他同行切磋。5月22
日，东方举办首届烤乳猪技能竞
赛，来自东方的近50家烤乳猪餐
饮店人员同台竞技，展示技能。黄
记四更烤乳猪店还获得了不错的
成绩。

无论是逢年过节农家聚餐，还
是在宴席上招待宾客，香而不腻的
烤乳猪注定是东方人不变的主
角。而出炉时四溢的香气，与最朴
实的故土和乡音一样，早已成为了
东方人最熟悉的，家的味道。

三亚“后高考经济”升温

毕业旅游
催热暑期游市场
■ 本报记者 刘杰

随着 2024 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
十年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们迎来了一
个难得的假期，从紧张忙碌的“学习模
式”调整为“放松模式”，旅游成为了不
少学子的首选。随着“后高考经济”的
升温，海南三亚也掀起了一股毕业旅游
热。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
总有一个在路上。”6月14日傍晚，在三
亚大东海旅游区，伴着习习海风，从江
西来到三亚旅游的廖同学穿着岛服、喝
着椰子，正享受着三亚的“海岛”生活。

“这几年都没出去好好玩一玩，所以考
完后我马上就买飞机票，来了一场说走
就走的旅行。”廖同学笑着说，“三亚的
大海很美，这里就是我要寻找的诗和远
方。”

书山学海里奋斗多年的学生李子
豫也开始了他的旅行计划，他和高中的
几位好朋友约好了来一场环岛旅行，沿
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自驾，把沿途的美
景尽收眼底。“在海南生活了这么多
年，不少市县都还没有去过，现在交通
越来越便利了，想弥补一下心里的小遗
憾。”李子豫说，这次环岛旅行第一站
就定在三亚，他想去蜈支洲岛体验水上
项目，再去三亚湾看一看绝美的海上落
日。

“环岛旅行结束后，如果顺利被心仪
的大学录取，我还打算和父母一起从海
南一路自驾到大学所在的城市，用这种
独特的方式开启我的大学生涯。”李子豫
说。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三亚学
子陈轩石高考结束后，正期待着暑假到
来，他计划等弟弟放假后，一家四口一起
前往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看一看。“平时
学业压力比较大，现在好不容易有时间
了，很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大千
世界，在旅行中增长见识、放松自己，以
更好的心态迎接人生下一站。”陈轩石
说。

三亚市旅游酒店行业协会会长刘凯
强介绍，当前三亚的旅游市场已经有了
一定的升温，预计随着7月份暑期来临，
旅游市场将会迎来一波高峰，“我们积极
引导各大酒店推出了一些针对高考生的
优惠，同时结合最近年轻人比较热爱的
欧洲杯，适时推出一些有奖互动活动，搅
热旅游市场。”

针对毕业游热潮的到来，三亚多家
景区推出了不同程度的优惠活动，其中
南山文化旅游区推出全国应届中、高考
生凭准考证免费游景区的活动；蜈支洲
岛旅游区推出高考生特惠套票，原价799
元的门船票+豪华环岛游+珊瑚礁潜水
仅需优惠价499元，原价370元的门船
票+快闪潜水仅需优惠价299元；天涯海
角景区也推出了毕业季福利，中高考生
凭身份证及准考证或毕业证书可享受海
上观光艇、摩托艇、海上超跑等玩海项目
8折优惠。

据悉，为进一步拉动暑期旅游消费
增长，让广大考生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
暑假，此前三亚市旅文局联合各旅游专
业协会，针对家庭亲子、高考毕业生等暑
期游客群，发布182款特惠旅游产品，产
品涵盖了旅游住宿、经典景区、游艇出
海、美食餐饮、水上项目以及多元化的海
陆空旅游线路等多个优惠套餐，优惠总
让利约2亿元。

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组织策划有吸
引力、有亮点、有特色的特惠旅游产品，
强化精准供给、有效供给，激发广大客源
市场活力，促进旅游消费增长。

海南岛的中部山区是热带雨林
的核心区域，也是这座岛屿生物多
样性富集区域，广袤的热带雨林里，
储藏着不可胜数的雨林“珍宝”，野
生古茶树便是其中之一。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
岭、霸王岭片区海拔约六七百米的
环带，处于典型的热带气候和温凉
湿润带之间，孕育出了近15万株野
生大叶种茶树，其间不乏高7米至
10米、胸径在40厘米以上，人可环
抱满怀的古茶树。

这些野生古茶树与雨林的桫
椤、苏铁等植物一样，生长了千百年
乃至上万年，目前还无人知晓雨林
里到底有多少野生古茶树，最大、最
古老的野生古茶树是哪一株。

根据史料记载，从 1959 年至
2017年期间，曾有科研人员先后对
海南野生茶进行过4次系统调查研
究。海南大学杨小波教授团队的研
究结果表明，海南岛野生茶树广泛
分布于五指山、黎母山、雅加大岭三
大山脉，主要分布在五指山、白沙、
琼中、乐东等中西部11个市县，而
在琼北、琼东及琼南部分地区野生
茶树难寻踪迹。

从垂直分布范围来看，海南野
生茶树主要分布在海拔200米到
1400米的区域。中国林科院热带
林业研究所曾在尖峰岭164个网格
样地开展茶树资源调查，记录到多
达86株野生茶树，样地野生茶树株
数占林木总株数的0.13%，这也折
射出海南中西部地区野生茶资源的
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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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指山市水满乡的
鹦哥岭有机茶园里，绵延高
山云雾缭绕，山腰上一垄垄
茶树阡陌纵横，深吸一口气
能感受到来自雨林绿叶、水
雾混杂的香气。

一垄垄低矮、采摘得整
齐的茶树中，有几株却长得
异常高挑茂盛，看起来平时
并没有太多的修剪和集
采。“这几株是野生古茶树，
树龄都在120年左右，我们
平时都舍不得采摘茶叶了，
开花结果就把果实留着育
种。”海南鹦哥岭景红茶叶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周玉
景说。

在更深处的五指山雨
林里，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五指山分院院长郭霞正
和团队成员寻找野生茶
树。“目前已经普查到五指
山大叶茶野生茶树3600余
株，其中百年以上树龄的古
茶树200余株。但是这是
阶段性成果，五指山的深山
老林里应该还有很多野生
茶树，我们还要继续调查。”

近期，生长于热带雨
林中的大叶茶已经被证实
是一种新的山茶树物种。
近年来，包括白沙、五指山
等中部市县，陆续开展野生
茶树资源调查行动，绘制野
生茶树分布图，收集、保存
茶树种质资源，并开展鉴定
评价、创新应用等工作，从
优化品种的角度持续推动
海南茶产业发展。

古老的雨林大叶茶，正
在焕发新生机。

轻按茶树顶部的一芽两叶根
部，双手轻轻向上提，再放入竹篓
里，一片完整的茶叶就采摘完
成。每天，五指山市水满乡新村
村民钟斐秋要在茶园里无数次重
复这样的动作，直至竹篓装满茶
叶。

这一垄垄的茶树，让中部山区
群众脱贫走上致富路。以五指山
市为例，2023年，当地茶叶种植面
积 逾 1.2 万 亩 ，较 上 年 增 长 逾
20%；茶叶注册商标达235个，种
植面积、产量、产值都在持续上
升。

“我们海南的早春茶比内地茶
产区早了2个月，并且一年可采摘
10个月，具备极好的季节差优势。”
海南白沙陨石坑茶业公司厂长李
大强认为，特有热带气候和雨林生
态资源，让海南发展大叶茶产业具
有“早、优、特”的优势，企业要积极
推动建设茶园标准化基地，规范茶
园种植管理，并打造独立的茶叶品
牌，辐射带动周边的茶农增收致
富。

海南也在持续收集保存野生
茶叶种质资源，以科技助力茶叶
广泛应用于科普、生产等领域，深
度挖掘茶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
经济价值。以占地120亩的白沙
茶树省级林木种质资源库为例，
该库现已保存来自鹦哥岭、五指
山等地的海南大叶茶种质资源19
份，云南大叶茶、福鼎大白茶等种
质资源数10份，并有科研机构与
该种质资源库联手开展科研研
究。

此外，《海南雨林大叶茶区域公
用品牌使用管理办法》也已出台，制
定海南雨林大叶茶标准体系和区域
公用品牌，推出一批“海南雨林大叶
茶”产品。目前全省首批授权使用

“海南雨林大叶茶”品牌企业已有
10家。雨林大叶茶也进入了“海南
鲜品”区域公用品牌行列，塑造生动
鲜活的人文形象，进一步打响市场
知名度。

青山遮不住，绿叶变“金叶”，
雨林里的茶越煮越浓，香气越飘越
远。

一到节假日、周末时间，五指山
市水满乡水满新村的手工茶坊里游
客的身影就多了起来。游客跟着茶
农脚踩步梯爬上半山腰的茶园采摘
茶叶，在茶坊里亲自动手炒茶，围炉
煮茶。

生长于雨林中的大叶茶，也被
称为“黎茶”，与黎族悠久的采茶制
茶历史有关。在未开展规模化种植
茶树的时代，海南岛的茶叶有一部
分是产自黎峒的野生茶树，靠黎族
人的双手采摘，但是制作手法较为
粗糙，黎族人采茶喝茶也许是因为
药饮之需。

晚清时期，美国传教士与植物
学家香便文在海南岛黎族人民居
住区域考察时，发现了很多野生茶
树群，黎族人将其叶子采摘晒干出
售，称为“黎茶”。到了民国时期，
有学者指出，海南气候适合茶树生
长，且茶的经济价值较高，应当推
广人工种植茶树，获取更好的效
益。

在20世纪50年代末，海南建
立了白沙、通什、白马岭等茶场，开
始规模化种茶，许多当地黎族百姓
成了茶场工人。此后海南的茶产业
持续发展，茶叶由国家统购销往海
外，曾经一度成为仅次于橡胶的重
要商品。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
由于茶叶市场的开放导致茶叶效益
下降，海南茶农种植积极性受挫，茶
叶产量也随之下跌，种植面积也持
续收缩。

而近20年来，海南茶业开始快
速复苏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五指山、
白沙、琼中三大茶产区，三大茶区开
始制定团体标准、推进有机茶园建
设和有机认证、加快标准化机械制
茶设备应用……一系列提升茶叶制
作水准的措施出台，五指山大叶茶、
五指山红茶、白沙绿茶、琼中白马骏
红等茶品牌声名远扬。

今年4月，五指山大叶茶从三
亚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被运送
往英国销售。与 20世纪 90年代
的出口相比，如今的海南茶叶已
经有了自己的独立品牌和包装，
能在海内外市场自信地讲述自己
的品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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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游客漫步在三亚亚龙湾热带
天堂森林旅游区。 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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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长在五指山市水满乡鹦哥景红茶园的海南大叶茶树。海
南
大
叶
茶
树
的
果
实
。

海
南
大
叶
茶
树
的
叶
片
硕
大
。

烤乳猪。本报记者 张文君 摄

野
生
古
茶
树
藏
身
雨
林
中

琼
茶
古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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