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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州“双泉”蕴藏的廉洁思想
■ 杨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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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海南美术事业的发展策略
■ 李孟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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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南推出一系列体
育与旅游融合的精品赛事，通过

“跟着赛事游海南”的活动口号，
动员游客和省内居民积极参与其
中，让大家在运动的过程中感受
海南独特的魅力，在体育比赛中
发现“诗和远方”。

2023年，海南体育事业的发
展以赛事为核心，以旅游服务要
素为载体，构建了一个立体的体
旅融合发展格局。通过举办各类
赛事，海南不仅讲述了自贸港故
事，还为海南自贸港和国家体育
旅游示范区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撑。

打造品牌体育赛事，
引燃热情

近年来，通过坚持不懈努力
提升体育赛事品质，全岛体育赛
事蓬勃发展，体旅融合的发展模
式已成为海南打造体育旅游示范
区的重要抓手之一。品牌赛事不
仅点燃了人们的热情，还潜移默
化地影响了市民的生活态度和城
市风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2023 年，第十四届环海南
岛 国 际 公 路 自 行 车 赛 历 时 五
天，实际支出 2210.96 万元，却带
来 了 1.52 亿 元 的 直 接 经 济 效
益 ，赛 事 投 入 产 出 比 达 到 1：
6.8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吸
引了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250 名选手参赛，赛事的举办
有效促进了数千人在海南的旅
游消费，并向世界各地球员推
介 海 南 优 质 的 高 尔 夫 旅 游 资
源。赛事总投入 816.46 万元，直
接经济效益达到 3005.73 万元，
产出效应 7507.43 万元，赛事投
入产出比达到1：9.20。

海南利用独特的资源禀赋，
重点打造了一系列具有海南特色
的体育竞赛品牌赛事，如环海南
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国
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等。这些赛事不仅推动了当
地旅游业的发展，还吸引了市民、运动爱好者和游
客共同参与，已成为海南体育的“金色名片”，展现
了海南独一无二的热带风光和优质旅游资源。

拓展特色体育赛事，丰富供给

海南以其椰风海韵、热带雨林等自然风光吸
引游客，精彩纷呈的体育赛事和参与感强的竞技
活动也正成为人们畅游海南的新亮点。

在海南，体育赛事是推动体旅融合高质量
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重点发展了马拉松、自行
车、篮球等群众参与度高、旅游拉动力强的旅游
赛事。过去一年，海南成功举办了海南（三亚）
马拉松赛、儋州马拉松赛、海口马拉松赛、2023
海南自贸港旅游公路自行车联赛等丰富多彩的
体育赛事，极大满足了海南群众日益增长的体
育消费需求。

此外，海南还整合热带滨海岛屿自然资源，
推出一系列特色体育旅游产品。例如，2023 年
夏天举办的海南亲水运动季，囊括了 26 项水上
体育赛事活动，如帆船、风筝板、海钓、桨板、皮
划艇、冲浪、潜水等。这些活动吸引了众多当地
居民和外来游客前来体验，盘活了全岛 11 个市
县的水上体育旅游资源，并带来了近 1.3 亿元的
经济效益。

培育乡村体育赛事，释放潜能

去年夏天，贵州榕江县因“村超”赛事火遍全
网，海南也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因地制宜，组织开
展了省内普及性广、关注度高、市场空间大的篮球
和排球赛事，不论是“村VA”“村BA”还是“体育下
乡”篮球、排球赛，都吸引了当地群众和外来游客
广泛参与。

在“村VA”比赛中，队员们是赤脚上阵的乡村
群众球员、比赛队伍名称以家乡特产命名、比赛奖
品则是当地的牛、羊、鸡等；而在“村BA”开闭幕式
上，儋州调声、琼剧表演，充满烟火气的海南美食
市集和文创集市，以及热闹的人群、丰富的文化展
示都让游客感到不虚此行。根植于海南乡村的文
昌“村VA”、东方“村BA”，正在反哺着热爱排球、
篮球运动的乡村。

体旅产业作为公认的绿色产业，具备与乡村
振兴战略相匹配的生态底色。通过“以赛促健”，
有助于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引领海南民众广泛参
与全民健身。通过“以赛促旅”，有助于推动旅游
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通过“以赛促治”，还有
利于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助
力海南体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体育和旅游的“双向奔赴”，吸引了众多热爱
体育和旅游的游客前来打卡。展望未来，海南将
继续找准自身定位，发挥独特优势，确保体旅融合
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持续涌动，坚定地迈向建设全
国体育旅游示范区的新征程。

（作者系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副主任）

海南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美术整体发
展水平与国内绘画大省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独
特的自然风貌为海南艺术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深入生活，扎根海岛”一直是海南美
术家们的优良传统，正因如此，海南画家作品中
有着强烈的地域特征，并在国内美术界也成为一
大特色。

在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背景下，海南
美术事业的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海南美术事业如何发展，是我们面对的重要学术
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与文化意义。

顺应国际化发展趋势
海南不是美术大省，但随着自贸港建设的推

进，吸引了大量国内外艺术家来海南度假、写生、
创作、交流，极大促进了海南美术事业的发展及
国际化趋势。海南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扩大
对外开放，一手加强文化建设，在深入挖掘和保
护海南原生态文化的同时，立足于国际化视野，
大力引进和培育国际文化艺术产业。应当持续
做好“海南自贸港国际美术作品展”，树立自己的
国际品牌展，用艺术表达人类追求和平发展的美
好愿望，展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的人类文明新图景。依托《海南国际设
计岛产业发展规划》，夯实海南设计产业高质量
发展基础，统筹推进海南国际设计岛建设，着力
在公共艺术、环境艺术、视觉传达等领域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此外，应充分发挥海南国际文物艺
术品交易中心职能，引入艺术品展览、交易、拍卖
等国际规则，为高端艺术品与符合相关法规的可
交易文物提供开放、专业、便捷、高效的国际化交
易平台。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
而发展。我们要立足中华文化根基，顺应国际化

发展趋势，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国际艺术交流
的重要平台。

彰显地域特征与时代风貌
海南是我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海南美术

整体上以现实主义艺术表现形式为主，通过亮丽
的色彩、丰富的笔墨、繁茂的景致，表现自然风
貌，反映人民生活。独特的地域文化与自贸港建
设风貌，是海南画家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要充
分发挥这一优势，创作出既具有强烈的地域特
征，又具有鲜明时代风貌的不同表现形式的优秀
作品。

广大美术家们要聚焦使命任务、聚焦“国之
大者”，深挖生态文化、海洋文化、红色文化、黎苗
文化、东坡文化等地域特色文化，浓墨重彩地描
绘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巨大
成就，用心用情地呈现海南人民迈进新时代的豪
情与壮举。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不拘泥于一种风
格样式，而是强调作品的多元化面貌，既要符合
人民群众欣赏的普适性，又具艺术创作所需的实
验性与学术性，以海纳百川的格局去营造海南美
术健康的艺术生态。要不断通过举办各类美术
采风、展览、交流活动，提升海南美术人才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和创新精神。

随着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深入推进，海南与国
内外的艺术交流日趋增多，海南也将成为国际艺
术交流中心。全省广大美术工作者要以高度的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创造出既具有海南地域特
征，又具有时代风貌的优秀美术作品。

加强自贸港美育建设
海南自贸港建设给海南美育发展注入了强

大活力，赋予了新的内涵，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美育不仅涉及专业教育，更包括校园美育、社会

美育、乡村振兴等诸多方面，在自贸港建设的道
路上，要充分发挥美育的重要作用，培养正确的
价值观与审美取向，为强国建设输送源源不断的
高质量人才。

美育的目标在于提升人民群众的审美能
力、增强文化素养，从而陶冶情操、温润心灵、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为满足海南人民群众的审
美需求，并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审美水平，应充
分发挥省文艺志愿者协会的职能，充分体现“自
贸港文艺轻骑兵”的作用；充分发挥高校服务社
会的职能，充分发挥“椰苗美育行动计划”的积
极作用，促进海南省中小学美育均衡发展；充分
发挥美术馆的收藏、研究、展览、交流、服务、教
育等功能，满足人民对高质量文化生活的精神
需求；在美育体系中融入数字艺术教育，加强作
品与观众的互动性，培养人们的艺术想象力与
创造力。

美育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它能引
领人们树立正向的艺术观与价值观。做好美育
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
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提升人们对艺术的认知，满足
人们的审美需求，真正起到艺术惠民的实效。

做好人才队伍培养
人才是第一资源，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

大量高素质的人才支撑，海南美术事业的发展同
样也需要优秀的美术人才。“40后”“50后”“60
后”画家是海南美术事业的奠基者，“70后”“80
后”画家是海南省画家群体的中坚力量，近些年，
不断汇聚的外来人才成为极具活力的海南美术
新生力量。但从整体创作队伍上看，目前尚缺乏
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画家，更缺乏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艺术品牌和艺术家。为此，加强美术人
才队伍建设是海南美术发展的关键所在。

首先，要完善人才队伍建设。打造老、中、青
相结合的人才梯队，依托省内高校和旅琼艺术家
的力量，迅速扩大美术人才队伍。加强美术理论
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做好海南美术历史的梳理，
理清传承脉络。其次，要完善激励机制。可通过
设立专项基金、提供创作经费等方式，加大对美
术人才创作与研究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强政策
支持和保障，研究制定促进美术人才队伍建设的
政策措施，包括财政支持、税收优惠、人才住房等
方面的政策。最后，要坚持正确的艺术方向。倡
导美术工作者把自己的艺术理想和社会发展、民
族需要、人民需求紧密结合，建设真正为社会提
供艺术正能量的人才队伍。

只有政府、社会、学校、企业等多方面共同努
力，才能逐步构建起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具
有创新力的优质美术人才队伍。我们要不断吸
引人才、挖掘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让海南
美术人才梯队的建构更加规范、更加完善。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海南美术事业发展
提供了强劲动力，海南美术界要以强烈的历史责
任与文化自信，充分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不负时
代使命。要紧密结合海南美术事业发展实际，顺
应国际化发展趋势、彰显地域特征与时代风貌、
提升自贸港美育建设、加强人才队伍培养，全面
促进海南美术跨越式发展。要科学制定发展计
划，打造高效工作平台，加大宣传力度，以更加昂
扬的精神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努力开创
新时代海南美术发展的新天地。

（作者单位为海南省作家协会）

泉自古以来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一所城、一座山往往因泉
而灵，海口这座美丽的椰风海韵之城，也有着一口近千年历史的井
泉，这便是被誉为“海南第一泉”的浮粟泉。经由千年时光流转，文
脉赓续，浮粟泉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蕴，与现已湮灭的洗心泉并称
琼州“双泉”。“双泉”蕴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思想，随着
泉水源远流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
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
力。”深入挖掘“双泉”蕴藏的廉洁思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
护中华文脉，将其作为当今社会廉洁建设的源头活水，有助于推进
清廉自贸港建设，提升自贸港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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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6月，
苏轼被贬来琼，从徐闻告别亲友乘舟渡
海，面对苍茫无际的大海，苏轼的精神境
界得到进一步提升，他感慨道：“眇观大
瀛海，坐咏谈天翁。茫茫太仓中，一米谁
雌雄。”每个生命个体在广阔无垠的天地
间都如太仓一粟般渺小，又何必去争个
强弱胜负呢？于是苏轼因被贬天涯的幽
怀顿然消散，迎着清风高歌：“幽怀忽破
散，永啸来天风。”苏轼超脱豁达，唯正、
唯善的浩然之气，随着小舟驶入海岛，播
撒在海南的大地上。

抵达海南后，苏轼先到琼州（今海
口），居于金粟庵（今五公祠），他听闻附
近百姓饮水困难，于是四处勘察找到地
下水源，手指水源处向众人道：“依地开
凿，当得双泉。”百姓依言而行，果真凿出
两口井泉，即洗心泉和浮粟泉，此即为苏
轼“指凿双泉”的故事。洗心泉已湮灭，
浮粟泉保留至今，相传当年浮粟泉因泉
源旺盛，水面喷浮起粟米状小泡，故而得
名，然而“浮粟”也意含苏轼“视浮生其若
寄，渺太仓于一粟”的境界。时任琼州太
守承议郎陆公对苏轼十分钦佩，在双泉
附近各盖一亭，命名为“临清亭”与“濯缨
亭”，随后在两亭之前又建一亭，陆公却
未为此亭命名，而是等待苏轼再来琼州
时为之命名。三年后，苏轼遇赦北归又
经琼州，接受了陆公的邀请，为亭子命名
为“泂酌亭”，作《泂酌亭诗并引》记叙指
凿双泉、为泂酌亭命名之事并赋诗表
达心意。

“泂酌”之名源自《诗经·大雅·

泂酌》，此诗将君臣比作可以洗涤器
具、蒸菜做饭的上善之水，喻指君
臣只有具备清廉无私的高尚品
格，恩泽于民，方能得到百姓的
爱戴。苏轼借此诗深意为亭子
命名并作《泂酌亭》一诗：“泂
酌彼两泉，挹彼注兹。一瓶
之中，有渑有淄。以瀹以
烹，众喊莫齐。自江徂海，
浩然无私。岂弟君子，江
海是仪。既味我泉，亦
哜我诗。”苏轼继承《诗
经·大雅·泂酌》中民本、
廉洁思想，劝诫官员应
具有如泉水般清廉无私
的品格，如江海般广袤
宽阔的浩然胸怀，惠及
百姓，恩泽天下。

苏轼离开海南近五十年后，南宋名臣
李光因面斥秦桧恶行而被贬琼州，居于当
年苏轼住过的金粟庵，李光依“双泉”而
居，受“双泉”滋养，以“双泉”为题材创作
诗文十余篇，将“双泉”发扬光大。

李光刚刚来到琼州时，泂酌亭牌匾已
不在，他四处寻找得“‘泂酌亭’三字于乡
老”，重新挂回到亭上。此时“双泉”也几近
荒芜，李光在《戏简二公一笑》中就此情景
记叙道：“双泉信奇绝，岁久浑泥泞，稍觉藻
荇繁，渐已产蛙黾。”此时泉水中混杂了泥
土，水中藻荇横生，遍处青蛙。于是他率领
众人修整“双泉”，清理杂草泥土，使“双泉”
恢复了往日的清澈，可以灌溉良田。李光
还对苏轼《泂酌亭诗并引》中所说的“泉相
去咫尺而异味”进行考证，“然后知咫尺而
异味者，非虚语也”，他将这一考证结果记
于《琼州双泉记》一文中，并称赞“双泉之井
独冠于二广”。另外“双泉”清湛皎皎，奔涌
不息，惠及百姓，实为可贵，李光在《双泉诗
二十韵》中对此进行描述并强调“静无蛙蜩

喧，不受泥滓淀”，泉水不染纤尘，恰如人之
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此诗结尾处以
泉水观己，指出为官、做人之道：“时时俯清
泠，照见本来面。”白水鉴心，以此观己内
省，保持清心不变。李光在《戏作金粟汤
赞》中说：“泉之泠泠兮以濯我缨，泉之湛湛
兮以洗我心”，一泓清泉洗尽不该有的贪
念，涤荡心灵，使心灵不被尘俗污染。李光
临泉而居，是“双泉”的传播者，更是直接受
益者，他在“双泉”的滋养下，固穷守节，潜
心内修，清泉煮茶以书相伴，以泉明志，从
而忘忧：“一味清泉堪瀹茗，千年牍简可忘
忧”，在他人看来，不堪这般穷苦孤寂之忧，
李光却能以此为乐。

李光《双泉诗》云：“方池湛寒碧，曾照
东坡影”，一泓清湛的泉水，曾照东坡的身
影，东坡如清泉，清泉映东坡，东坡有着如
清泉般浩然无私、不染纤尘的品格，后人
见泉思贤，亦能深受滋养。李光胸怀对东
坡的敬仰之情，守护双泉，将清廉思想发
扬光大。

“泉眼无声惜细流。”今天的五公祠是
双泉的发源地，同样也是“双泉”的重要
传承之地，后人在此所建的亭阁台榭
是为纪念苏轼“指凿双泉”的不朽功
业，后世文人以“双泉”为素材创作的
诗歌、对联，不少都承载着“双泉”所
蕴含的廉洁思想。

五公祠内浮粟泉旁的观稼堂，
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观稼”即
观清冽的浮粟泉水灌溉千亩农田
之意，很显然是为纪念苏轼而建。
清代琼台书院掌教谢宝游览观稼
堂，题诗《观稼亭》云：“浮粟留名胜，

芳游我惯经。头怜新月白，眼对旧山
青。多稼分千亩，双泉共一亭。为情

春梦客，把酒活沧溟。”谢宝
以此追思苏轼凿泉惠

民的事迹，赞扬苏
轼清廉无私的品
格。浮粟泉泉台
上刻有一副对联：

“粟飞藻思；云散
清襟”，上联意为观
赏浮粟泉水，让人文
思如泉涌，下联应

是化用苏

轼“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诗
句，对联作者观赏着清澈的泉水联想起苏
轼的诗句与他正气浩然的品格，感慨万
千。洗心泉尽管不复存在，但它作为一种
文化符号传承下来，清乾隆时期琼州郡守
叶汝兰在洗心泉遗址修建洗心轩，纪念曾
经的洗心泉，并借“洗心”之意明志。百余
年后，民国时期琼崖道尹朱为潮为洗心轩
题写一副楹联：“一水可曾将耳洗，纤尘断
不上心来。”洗耳为尧舜时期的典故，是乐
道守心，耻于接触尘俗之意。洗心泉尽管
没有存留下来，但它所蕴含的廉洁思想传
承至今。

廉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双泉”
继承廉洁思想，经由源源不断的泉水，生
生不息延续着。“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当今，不管是加强新时代廉洁
文化建设，还是推进党纪学习教育，都应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汲取营养，深入挖掘“双泉”所蕴含的
廉洁思想，铭记先贤之志，固守“苟非吾之
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清风亮节，提升自
我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共同构建清廉社
会生态，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全面发展。

【作者系海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人文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本文系海南
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专项（东坡文化
研究）课题“元明清‘东坡戏’研究”（HNSK
（ZDZX）24-23）阶段性成果】

苏轼“指凿双泉”

以泉喻志传承廉洁思想

后世饮泉思源

“双泉”蕴含的廉洁思想源远流长

李光守护“双泉”

促进廉洁思想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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