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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回村工作的第二十
天，上班只需5分钟，很幸福。”8月
12日一大早，回到那雅村，入职文
脉（海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村中
管家”一职的舒仁泽，在上班路上
发了一条朋友圈。

“海南乡村很美，不仅有历史
古迹，还有当代设计作品，就业待
遇优良，发展前景也好。”舒仁泽告
诉记者，有着物业专业背景的他顺
利入职，目前正在进行整村的统筹
管理工作。

随着青年的不断回乡，那雅村
也真正开启了发展新篇章。

“古村之所以会空心，是因为
老村民的离开。而我们来到这里，
参与这里的建设和村庄运营，需要
更多地方青年力量的支持。”叶曼
表示，目前的那雅村正不断吸引更
多本地青年回归乡村，加深与当地
的深度连接。

“那雅村的保护只是基础，发
展才是目的，其整体规划设计以创
建村民幸福生活为根本，挖掘利用
田园农耕文化和传统民居资源，促
进农旅融合发展，创造乡村美好家
园。”澄迈县有关领导说，希望以传
统村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乡愁吸
引资本与人才返乡回流，让村民共
享发展成果。

经历为期两年的保护性修复，
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那雅
村，是澄迈县传统村落在“保护优
先”与“创新活化”之间寻求平衡的
一个缩影。

澄迈县将以此次示范县创建
为新起点，加大传统村落集中连片
保护利用的攻坚力量，与乡村振兴
和全域旅游紧密结合，不断提升改
造农村人居环境，增加就业机会，
使传统村落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努力为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
护利用提供澄迈经验。

（本报金江8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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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屋、石墙、石巷、石院……走
在那雅村，仿佛踏入石头的世界。

其中，一块编号为“3-8”的火山
石在155天的施工时间内，被设计师
和建筑工人，轻轻拿起又慢慢放下。

而在2023年 8月之前，这块
编号为“3-8”的石头，还在那雅村
古建筑群内的一处石巷里，静静地
等待着。

“3是指第三个石巷，8代表着
第八排，以此类推。”海南新基建工
程有限公司项目建设有关负责人
告诉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将每一
块火山石进行编号，是为了在复原
时，能够准确地识别和替换任何损
坏或缺失的构件，虽工序烦琐，但
却是古村落保护和修复工作中的
一个重要环节，能最大限度地保留
古村落的历史价值和建筑特色。

施工阶段，那雅村通过人工挖
掘巷道，把电力、给水、排污等现代
基础设施的管网隐蔽埋入，再将火
山岩石重新铺回巷道和广场，令古村
恢复古雅的面貌，又有相对便利的生
活条件。长满青苔的火山石则是在
编号后，一块块落架，又一块块原样
加固放回，既要保证日后使用的安
全，更要全力保护住古村的“包浆”。

“我们一边在建设古村，一边
又在恢复古村。”叶曼回忆说，经过
155天的修复，共计完成对12处传
统民居的修缮与宜居改造工作。

截至目前，那雅村已全面完成
主体建设，包括民居修缮、清理村口
大榕树下及村前椰林下荒置多年所
生的灌木与杂草，实现了村庄向南
的全面打开。此外根据古法补种村
中果树，对古村进行全面绿化。

然而，传统村落的保护，并不
只是对建筑单体的简单修复，也不
仅是对基础设施的提升，它更像是
一场细腻而宏大的持续维护工作。

“‘古’是石屋的外在，‘住’是
石屋的内核。”设计师告诉记者，由
装配式新木构更新后的火山岩新
民居既保留了裸露的墙面，又有舒
适优美的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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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江8月15日电（海南日报
全媒体记者高懿 通讯员蔡仁杰）“现
在方便多了，在家门口就能坐上公交
车，以前去车站得走很远。”“公交站点
的乘车信息也展示得很清楚，不仅能
节省不少等车时间，也不怕坐错车
了。”8月15日，家住澄迈县老城镇四
季康城诗健苑的王阿姨和刘阿姨在家
门口公交车站等车时开心地聊着。

2024年3月，澄迈县委第六轮巡
察进驻澄迈县交通运输局开展巡察时

发现，今年以来有群众通过12345热
线平台反映公交站点设置不合理、站
点信息不完善等诉求。

“城市公共交通关乎市民出行体
验。为进一步了解全县公共交通存在
的问题，我们分组选取了金江到老城
高铁站、东水港到老城高铁站等2条
公交线路全程乘坐，对部分站点进行
了实地查看，并访谈了解乘客实际需
求。”澄迈县委第三巡察组组长梁旭表
示。

“有的地段周围小区较多，乘车需
求量大，但没有就近设公交站点。有
的公交站点内没有过站车辆的线路和
时间信息，乘车人不清楚具体的经停
点和车辆运营时间。有的公交站点之
间相隔太远……”组务会上，巡察组成
员相互讨论发现的问题。

核实情况后，该巡察组向澄迈县
交通运输局下达立行立改通知书，要
求对上述问题及产生的原因进一步核
实，并立即整改。

“收到立行立改通知书后，我们对
全县公交线路、发班时间等进行了调
整优化，其中调整优化金江到老城高
铁站等4条公交线路，发班时间从原
来的20分钟优化为10分钟一班，并
重新启动10个建制村通客车工作。”
澄迈县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局还举一反三，对全县的公交站点
进行全面摸排，新增38个停靠站点，
加大公交站点之间的密度。

“澄迈县委巡察注重发挥推动立

行立改作用，每轮巡察进驻期间，各
巡察组结合被巡察单位实际情况，结
合运用巡前通报、走访调研、座谈交
流、问题调查等方式，收集了解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澄迈县委巡察办相
关负责人表示，对巡察发现的问题，
结合实际情况确立立行立改清单，制
发立行立改通知单。县委巡察机构
持续跟进监督，强化过程指导，压紧
压实被巡察单位整改责任，切实推动
问题解决。

调整发班时间、新增停靠站点……

澄迈巡察推动解决公共交通“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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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业态再升级

4家知名品牌（机构）落户澄迈
本报金江8月15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高懿 通讯员王强）8月15日，海南福山咖啡师冠
军挑战赛在澄迈县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开幕。开
幕式当天，作为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主体运营公
司的澄迈福山发展有限公司，与严方（北京）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海
南银达国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麦当劳餐厅海南
区域授权经营方）、绿顿食品科技（海南）有限公司
等4家知名企业、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启福
山咖啡文化风情镇的商业新篇章。

据悉，目前，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的产业正在
不断升级，致力于打造“景区+园区”双轮驱动发
展模式，发展“咖啡+”“农、文、旅、体、商”融合产
业，持续加强景区软硬件服务水平，加快引进更多
优质经营主体和特色产业项目。

其中，在文化方面，福山发展有限公司与海南大
学将在风情镇联合打造文化创意产业、产学研孵化基
地，充分利用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的文化
创意产业IP，并结合海南省和澄迈县的文旅资源优
势，通过深入挖掘“在地文化”“咖啡文化”“长寿文
化”以及“福文化”等多元文化元素，致力于推动文创
IP的市场转化，从而丰富澄迈的文创消费品市场，创
新商业业态，为当地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本次签约仪式是风情镇探索文旅产业融合合
作新路径的起点，风情镇将以本次签约仪式为契
机，探索文旅产业融合合作路径，共同推进文旅资
源开发利用，打造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品牌。

2024年第二批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单发布

澄迈3个农产品入选
本报金江8月15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高懿）8月14日，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从澄迈县
农业农村局获悉，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
全中心发布《2024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公示》，澄迈县澄迈豇豆、澄迈凤梨、大丰妃子笑荔
枝3个农产品上榜。自此，澄迈县已有7个农产
品（澄迈桥头地瓜、澄迈无核荔枝、澄迈福橙、澄迈
青柚、澄迈豇豆、澄迈凤梨、大丰妃子笑荔枝）被纳
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据了解，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是指在特定区域
内生产、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和商品量、具有显著地域
特征和独特营养品质特色、有稳定的供应量和消费
市场、公众认知度和美誉度高，并经农业农村部农产
品质量安全中心登录公告和核发证书的农产品。

除认定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外，澄迈还有
许多优质的农产品，如澄迈山柚油、澄迈苦丁茶、
福山咖啡、澄迈白莲鹅等地理标志产品，及澄迈牛
油果、澄迈虎奶菇、澄迈燕窝果、澄迈香蕉、澄迈金
鲳鱼、澄迈福蛋等。

下一步，澄迈县将紧紧围绕做好“土特产”文章，
积极挖掘具有地域特色的名特优新农产品，加快推进
澄迈县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扩大名特优
新农产品规模，增加名特优新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海南福山咖啡师
冠军挑战赛开幕
比赛将持续至8月18日

本报金江8月15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高懿）8月15日，“匠心筑梦‘啡’你莫属”——海
南福山咖啡师冠军挑战赛，在澄迈县福山咖啡文
化风情镇开幕，比赛将持续至8月18日。

此次比赛，旨在搭建我省咖啡行业从业人员
与国内咖啡行业高技能人才竞技交流平台，加快
推进我省咖啡师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
我省咖啡行业职工技能水平，扩大我省咖啡品牌
影响力，促进我省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

此次参加比赛的47名选手均为来自全国咖
啡行业的技能人才，本次比赛为个人赛，比赛项目
包括意式咖啡竞技和手冲咖啡竞技。对获此次比
赛前20名选手，组织者将颁发证书及奖金。比赛
设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胜奖
4名、优秀奖10名。奖金分别为3万元、2万元、1
万元、5000元和2000元。

比赛期间，还邀请省内外咖啡竞赛冠军选手在
现场开展中国咖啡拉花冠军秀、中国手冲咖啡冠军
手冲技法分享、中国虹吸壶咖啡冠军现场表演、国内
知名品牌咖啡竞香、海南百年传统咖啡制作表演以
及开展咖啡产业相关产品展销、咖啡专场招聘会、线
上消费帮扶普惠及消费帮扶集市等系列活动。

澄迈举办
工会职工亲子阅读活动
20多组职工家庭参加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高懿）近日，由澄
迈县总工会主办，以“非遗传承 咖啡飘香”为主题的
工会职工亲子阅读活动在福山咖啡职工书屋举行，
活动吸引了澄迈及周边地区20多组职工家庭参加。

活动现场，职工家庭参观福山咖啡加工厂和福
山咖啡种植园，了解咖啡生豆的初加工和咖啡烘焙
生产流程，见证咖啡豆从果实到成品的神奇转变，了
解咖啡树种植的全过程，感受采摘咖啡果实的乐趣。

在福山咖啡职工书屋，保良咖啡返乡创业大
学生王谋超以生动的语言，讲解了咖啡的历史渊
源，以及澄迈咖啡的发展历程、传承等内容，讲述
如何将非遗与现代商业理念相结合，创造出独特
的产品和商业模式。

活动还结合8月15日在福山咖啡文化风情
镇举办的2024年海南福山咖啡师冠军挑战赛，邀
请职工家庭拍摄“到澄迈喝咖啡 包你有福”话题
视频，共同营造福山地区的赛事氛围。

一条古村道、一
幢老石屋、一位老人
家、一群“新村民”……
每日傍晚，在澄迈县永
发镇那雅村的“那雅客
厅”内，91岁的黄阿公
总会笑得很开心，因为
跟他唠家常的“新村
民”越来越多。

据该村族谱记
载，那雅村是有着近
400年历史的古村，
随着村民陆续外出务
工，村庄也因年久失
修慢慢“垂垂老矣”，
从百余户人家一度只
剩下四五户人，黄阿
公便是其中之一。

黄阿公的快乐在
2022 年 重 启 。同
年，澄迈县积极申报
并入选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全国传统村落集
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
县，根据分步骤、分阶
段开展保护利用工作
原则，澄迈县选取永
发镇那雅村等地作为
第一批示范项目启动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
目，用“留住乡亲，护
住乡土，记住乡愁”的
指导思想，为那雅村
“梳妆打扮”，古村逐
渐开始“返老还童”，
迎来新生。

从“来村里干嘛”的询问，到
“来家里吃饭”的盛情相邀，老村民
语言间的转变，是叶曼这群“新村
民”在那雅村感受到的变化。

2022年5月，负责该村修缮工
作的篆山营造设计总监叶曼和团
队成员第一次来到那雅村，见到仅
剩的五户村民，其中与之相差52
岁的黄阿婆，只见一面两人便成为
忘年交。

“我跟黄阿婆走遍村庄，阿婆
每走过一处都会让我停下来用手
去抚摸、去感受，我感到村庄空了，
仿佛已经被遗忘。”叶曼说，当时，
澄迈县已入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
示范县，且那雅村是该县第一批示
范项目。

作为“新村民”，叶曼不断思
考，不仅要更好地建设乡村，还要
将乡村还给村民。

黄阿婆的一句话，让叶曼决定
将心中所想变为现实。

“阿曼，阿婆老了，出不去了，
就把房子留着，让孩子们回来时，
有个落脚的地方。”叶曼听后，心中
一喜：“这和我们的设计理念不谋
而合，古村中最珍贵的不就是世代
居住在村中的村民和古屋吗？”

说干就干，黄阿婆的家便是第
一批开工建设的民居。

“琼北最具特色的传统民居
是‘十柱屋’，我们尽量对‘十柱
屋’进行原样修复，表面原样覆盖
土瓦片，以保持传统村落风貌。”
叶曼说。

此外，考虑到村中缺少公共活
动空间，便将“那雅客厅”选址于村
前独立的“岛”形地块上，做成一个
开放式的灰空间，让村民们有了闲
时纳凉的好去处。

经过建设，如今那雅村已经开
始有村民陆续回村。2023 年春
节，村民全体返乡祭祖，住在村中
的摄影师，用相机为他们记录下幸
福时刻。

在焕然一新的家园里，黄阿
婆一家充满喜悦，在修缮改造后
的自家房屋前合影留念，在散落
满地的红色鞭炮纸映衬下，每个
人都笑得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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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
老
还
童
﹄

旧
时
光
邂
逅
新
生
活

■
海
南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高
懿

澄迈县
入选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
全国传统村
落集中连片
保护利用示
范县，辐射
范围共 29
个村庄，其
中包括：

美朗村
扬坤村
大美村
龙吉村
罗驿村
谭昌村
美傲村
南轩村
道吉村
秀灵村
儒音村
美楠村
那雅村
美墩村
石石矍村

个
列
入
中
国
传
统
村
落
名
录
的
村
落

荣堂村
倘村

个
省
级
传
统
村
落

大丰村
儒峨村
文大村
好用村
儒陈村
儒昂村
马村

个
县
级
传
统
村
落

国社村
沙吉村
美玉村
文楠村
卜厚村

个
潜
力
型
传
统
村
落

15
2

7

5

制图/孙发强

那雅村火山岩巷道。陈颢 摄

那雅村夜景。 陈颢 摄

那雅村的老人。朱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