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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5日讯（海南日
报全媒体记者刘晓惠）举起相机，不
断调整镜头角度，直到夕阳与骑楼的
轮廓贴合，“咔嚓”按下快门，来自广
西的杨烁拍到了一张唯美的海口日
落图。

9月15日，中秋假期首日，海口
骑楼老街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小吃
店里坐满游客，糖画摊前围满人群，
文创店里年轻人在挑选形式各异的
伴手礼……升腾的烟火气驱散了超
强台风“摩羯”带来的阴霾。

杨烁这是第一次自驾来海南。
中秋假期前一天，他带着父母从柳
州出发，一路向南。“我们一家人一
直想来海南过中秋节，前段时间刮

台风海南受到重创，原以为这趟行
程要‘泡汤’。”出发前，杨烁看到海
南积极复工复产的新闻，决定踏上
旅程。

来到海口后，杨烁一家逛了海口
湾、万绿园、骑楼老街，自驾游海南是
他们向往了很久的旅行。“这一趟，不
虚此行！”他说。

中秋佳节，文旅消费热潮再次来
临。虽然超强台风“摩羯”带来一定
影响，但海南文旅行业重振旗鼓，举
办民俗活动、文艺演出、非遗体验等
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更多像杨烁
一样的游客有“不虚此行”的旅游体
验感。

夜幕降临，古墙古寺、青砖黛瓦，

海口琼台福地成为天然摄影棚，许多
女性理云鬓、贴花黄、着古装，尽显优
雅飘逸，让这个中秋假期添了一份古
香古韵。当晚，琼台福地举办拜月晚
会，手工月饼体验、十三花神巡游、拜
月仪式、古风晚会等一系列特色活动
引爆游客汉服体验热情，在场的市民
游客一同沉浸式体验了古风国潮。

此时，在城市的另一端，海口市
五源河体育场聚集了4.2万名歌迷，
他们青春涌动、潮流时尚，因为坎
耶·维斯特世界巡回试听会而相聚
海口，为这个中秋假期增添了更为
多元化的节日体验。

“这是一场音乐狂欢，我看到了
主办城市海口满满的诚意，这将是我

一生难忘的中秋假期。”从重庆来看
试听会的歌迷杜小蕊说，从机场到各
大商场，随处可见坎耶·维斯特的海
报和电子屏，还有很多围绕这次演出
送给歌迷的福利，“海口这次‘上大
分’！”

海南的中秋，总有别样诗情与浪
漫。在三亚，9月15日，崖州文化公
园打造了一场国风游园主题活动，市
民游客现场探寻崖州文旅新风，参与
玉兔寻宝、汉服游园、国风市集、手作
体验等一系列趣味主题活动，现场还
专门设置团圆照相馆，专业摄影师免
费拍摄全家福照片；

在儋州，9月15日，“浓情中秋，
焙感幸福”亲子月饼DIY+康养温泉

活动在云舍松涛·海南中国村、兰洋
开展，通过月饼DIY、康养温泉等活
动形式，市民游客亲手制作一份独属
中秋的浪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万宁，9月15日，麓湾牧场中
秋游园会邀请市民游客和小动物们
一起，在牧场寻找“月亮”元素，参与
手作月饼、漆扇DIY、桨板瑜伽、谜语
大会，将满月的祝福带回家……

“通过全省文旅行业、社会各界
的努力，海南旅游业在中秋假期回暖
加速，我们将丰富产品供给，维护市
场秩序，为来自全国各地和境外的广
大游客提供保障，让大家在海南度过
一个美好的假期。”省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厅相关负责人说。

中秋假期推出非遗体验、文艺演出、特色游园等多样文旅活动

在古韵今风中邂逅浪漫海南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李
艳玫 王迎春）又到月圆中秋时，三亚
经济圈各市县在中秋节假期创造更
加丰富的优质供给，提供传统民俗与
文旅新潮交融的文旅大餐，让市民游
客在节日里解锁更多新场景、新体
验、新玩法。

中秋佳节，举家游玩赏月是一件
美事。三亚经济圈各市县文旅部门、
涉旅企业围绕赏月、吃月饼等中秋节
传统习俗策划推出丰富活动。国药
中服免税三亚店以“月亮上写诗”为
主题，通过巨型月亮陈设、多元互动
古风游园会、多重惊喜促销等方式，

打造诗意中秋体验。三亚红色娘子
军演艺公园景区、三亚鹿回头风景区
等景区景点将推出国风游园会、中秋
主题晚会等多种体验类活动，为游客
提供多种消费选择。

9月15日至17日，陵水黎族自治
县在该县文化广场举办“月满赴陵
水 与君共良辰”2024年陵水喜迎中
秋市集，一款定制的超大月饼现场开
饼，市民游客不仅能够DIY月饼、灯
笼等，还能体验汉服穿搭。位于陵水
新村镇的海南疍家博物馆举办“月圆
人团圆，共赏中秋情”2024年中秋节
主题系列活动。其中，“月满中秋·科

普同行”活动通过图文讲解、影像播
放的形式，从中秋节的源起、习俗、神
话故事、月相盈亏等方面进行科普，
同时通过游戏互动环节让大家更加
了解中国传统节日习俗。

9月17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将举行“欢度中秋·喜迎国庆”非遗传
承欢乐游园会，带来浪漫的非遗盛
宴。活动分“月趣游廊”游戏互动区、

“月愿祈福”祈福打卡区和“匠心承
遗·共庆华诞”非遗文化展演区，市民
游客可通过参与挑战游戏，兑换非遗
文创精美礼物。黎族钻木取火技艺、
黎族树皮布制作技艺、黎族竹木器乐

等精彩非遗展演将轮番上演。
中秋佳节，何处邀月？可以相约

雨林，探野自然。在海南槟榔谷黎苗
文化旅游区，不仅能够赏月品月饼，
还能欣赏震撼人心的黎村水秀，体验
刺激的水陆越野车、雨林水漂等；或
是到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山间赏
月，野宿雨林。

选择酒店“宅住”。三亚美高梅
度假酒店9月15日在夏桐秘密花园
泳池吧举办现场音乐会，热情四射的
音浪将在泳池波光中回荡，打造一场
震撼的音乐盛宴。三亚亚龙湾红树
林度假酒店、三亚理文索菲特度假酒

店等上新中秋节多元玩法和消费场
景，丰富的吃喝玩乐业态，提高“酒
店+”产品的丰富度。

据不完全测算，今年中秋节至国
庆节期间，三亚各旅游企业所提供产
品总价约3.8亿元，现优惠总价约2.2
亿元，优惠总让利约1.6亿元。除了三
亚本地的优惠活动外，2024年三亚还
与长沙、石家庄的旅游企业进行联
动。三个月内在长沙市、石家庄市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游玩过的游客，可
以凭购买门票订单或预约入园订单凭
证和本人身份证（仅限本人）到三亚市
景区、景点售票处购买优惠票。

三亚经济圈丰富优质节庆产品供给

“民俗+文旅”解锁新潮玩法

海南全力保障下半年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顺利开考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琬茜）9月15日，2024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笔试）顺利开考。连日来，为确保考试能
够平稳有序进行，省教育厅、省考试局与各考点院
校通力合作，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以赴保障考试安
全顺利进行。

据悉，本次考试全省共设4个考区、24个考
点，共计36898名考生报考。为确保本次考试顺
利进行，减少灾后影响，省教育厅、省考试局高度
重视，对考务安全、防范作弊、考风考纪、应急处突
等工作进行周密部署，并逐一了解各考点备考准
备情况。

15日上午，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在海南师范
大学龙昆南校区考点注意到，主干道两旁、考点楼
层摆放导向牌、考试分布图，提醒考生注意事项、
考试时间、考试流程、考场守则等，考点秩序井然，
考风考纪良好。

海南师范大学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中心主任
王标介绍，本次考试该校两个校区共设103个考
场，共计3600余名考生报考，考前该校组织有关
人员反复测试检查，全力保障水电供应可靠，同时
及时做好考场环境卫生保障工作。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考区位于文昌，此次受
灾较为严重。为做好考试保障，该考区努力克服
困难，积极组织人员清理路障，并对线路、网络等
考试设施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各项考务工作有序
进行，为1026名考生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考试
环境。

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赴海口
两镇开展复工复产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定城9月15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豌）9月15日，由省委党校2024年秋季学期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自发组织的一支志愿服务队，当
日上午奔赴海口市演丰镇瑶城旧村，积极支援当
地灾后重建。

据了解，此次活动发动省委党校2024年秋季
学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一班、二班志愿者共计50
余名。期间，志愿服务队主要围绕瑶城旧村区域，
开展倒伏树干、树枝切割，垃圾清理等工作。

“此次超强台风中，海口市受灾严重，我们选
择其中重建任务较为艰巨的乡镇，自发开展了这
样一次志愿服务活动，大家都一呼百应，积极参
与。”此次中青班学员代表张富明说，受台风影响，
此次中青班培训仅进行一周便被迫暂停，学员们
第一时间返回岗位参与台风防御以及灾后复工复
产工作。

海南省委党校培训一处处长韩前霞表示，此
次支援活动为学员们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机会，有
助于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达到
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的效果。同时，这也展现了中
青班学员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省防御台风“摩羯”应急指挥部发慰问信

致敬最美"逆行者"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孙慧）9月15日，海南省防御台风“摩羯”应急
指挥部向在受灾一线的抢修人员发出慰问信，致
敬最美逆行者，中秋佳节，感恩有你。

2024年9月6日16时20分，今年第11号超
强台风“摩羯”在我省文昌市翁田镇沿海一带登
陆，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秋季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
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严重影响。

慰问信写道：在这危难的紧急时刻，你们逆
向而行，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奔赴琼州大地，
夜以继日奋战在受灾一线，为人民群众带来了
照明的电力、环境的恢复、通联的希望，为我省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提供了强有力保障，你
们的专业素养和攻坚精神无时无刻不在感动着
我们，你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奉献、责
任与担当。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请接受海南人民最诚挚
的祝福，祝愿奋战在一线的您中秋快乐，阖家幸
福，万事如意！

9月 15日晚，坎
耶·维斯特世界巡回
试听会-海口站开演，
超4万名观众齐聚海
口五源河体育场享受
视听盛宴。这也是台
风过后，海口迎来的
首场国际性大型演
出，演艺之城正加快
复苏。

海南日报全媒体
记者 封烁 摄

4万余名观众
共享视听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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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是海南闽南文化发源地，素有
文化之乡、华侨之乡、椰子之乡、排球之
乡、书法之乡、长寿之乡的美称。

为挖掘传统村落的地名文化内
涵，自海南省“乡村著名行动”部署以
来，文昌市民政局充分立足文化传承，
以会文镇湖丰村、凤会村作为试点，深
化地名服务、加强地名文化保护，赋予
道路饱含当地传统地域文化的特色名
称，让古村落焕发出新的光彩，知名度
节节攀升。

深挖乡村地名文化

乡村地名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文昌市民政局遵循“尊重历史、照顾习
惯、体现规划、好找好记”的原则，发动

文昌文化研究会深入调查会文镇古村
落、古道、古宅等文化资源，公开征集文
史、民俗等领域专家和相关单位意见，
为村道命名。

“文昌市在摸底排查并结合村民群
众意见建议、村文化和产业实际情况的
基础上，对会文镇重点村59条村道依
法进行命名，其中凤会村委会26条，湖
丰村委会33条。”文昌市民政局副局长
王琪介绍，通过命名，乡村更多地理实
体有了温暖的名字。

湖丰村委会十八行村地处湖丰中
心，是我省现存明清建筑规模最大的古
村，以村中呈扇形分布着十八行前后对
齐、高低有序、房屋相连的多进院落而
得名。去年以来，这座古老的自然村落
里的村道拥有了自己的姓名和“名片”。

步入十八行村，林木阴翳，翠荫掩
映，村庄房子坐南朝北，按十八行建造，
寓意“兄弟同心，邻里不欺”。湖丰村委
会委员洪茂繁说，湖丰村同心路原拟命
名为北山路，经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建
议，大家一致认为该路起于同心广场，
又连接十八行和北山两个村庄，为表达
两村村民团结同心之意，因此把北山路
修改为同心路。

“通过挖掘乡村地名历史故事、人
文价值，让十八行村等古村落被外界看
见，繁荣了乡村文化，提升了乡村旅游
的内涵。”洪茂繁介绍，随着“十八行路”

“同心路”“同德路”等独具特色的传统
文化地名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游客循
着路名到村里旅游。

凤会村委会位于石壁河下游地

段，有溪流绕着村子潺潺流过。民间
传说这里曾有凤凰神鸟在水中聚集嬉
戏，孕育并守护着一方土地。为纪念

“有凤来仪、人文荟萃”的祥瑞之兆，当
地百姓把这一美丽村庄命名为“凤会
村”。在对凤会村村路命名的过程中，
文昌市民政局挖掘传说故事，探寻古
村文化，最终将9条村路以“凤”为元
素命名。

“地名+”赋能产业振兴

去年以来，文昌市民政局积极发挥
地理标识功能，将地名元素融入本地特
色农产品，如凤会薏糯、糖贡、信封饼、
黑金刚莲雾等，推动乡村地名服务与智
慧农业、乡村平台经济深度融合，为乡

村振兴赋能增效。
凤会村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气候温润、水质纯澈，自古就有种植优
质薏糯米的传统，此处出产的薏糯口感
软糯、清香四溢。当地村民将其采制后
进行加工，作为制作年糕、糖贡、信封饼
等节庆点心的重要原材料。凤会村申
请注册了统一的品牌和包装，让传统小
吃逐渐走上品牌化、规模化、标准化的
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为了推广地理标志产品，文昌市民
政局在“地名+农产品”“地名+土特产”
等方面做足文章，专门对凤会村一条村
路命名“稻香路”，寓意为薏糯稻抽穗
期，稻花香气弥漫于村中，为年糕、糖贡
等凤会村特色农产品做宣传，有力推动
乡村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增收。

有了“姓名”的乡村路如何提高
能见度？在会文镇，一块块竖立的崭
新路牌成为道路两旁的“微景观”。
王琪介绍，文昌市民政局把“三维码”
融入路牌建设中，置入乡村地名来历
含义、特色农产品、乡村旅游等信息，
把地名标志打造成展示乡村特色的
亮丽名片。

“地名服务涵盖了古村落的人文景
点、特色农产品基地，让来到凤会村的
游客可以更深入、直观地了解凤会特色
景点、美食、产业及人文历史。”凤会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健乐说，伴
随着“乡村著名行动”，村里面的美食、
美景等名号会越叫越响亮，有力推动乡
村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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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文化底色 让乡村地名更响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