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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旅游受热捧

10月初的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以下简称东寨港），已经迎来了不少候鸟。
放眼望去，红树成林，万鸟齐舞，阳光与碧波
遥相辉映，引得许多市民游客纷至沓来。

海口红树林景区市场部经理许环忠告
诉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国庆假期，红树林
景区游客数量比平时增长了20%。

河北游客裴许之一家5口是6日当天
最早一批进入景区的。行走在东寨港的栈
道上，两旁的红树郁郁葱葱，向上、向侧伸
出枝干，像是要把天空和游客都揽入怀中，
秋茄、海莲、红海榄、海桑、角果木、老鼠簕
等红树物种逐一展现在眼前，虫鸣鸟栖，水
鸟翔集、游鱼穿梭，让8岁的孩子看得入了
迷。

裴许之说，早在拟定海南旅游计划时，
东寨港就是一个必选项。“孩子在家喜欢看
手机，我们想趁着节假日带他多到大自然里
走走。”他说，“我的老家也有湿地，但和红树

林的景致完全不同。这里别有一番风韵。”
湿地入城，是海南湿地的一大特色，无

需远游就能充分享受到湿地的惬意。
近年来，湿地旅游与休闲度假、文化民

俗、户外活动等相结合，产品形态日渐丰
富。例如红树林景区为了丰富游客的游玩
体验，在国庆假期策划了直播抢票、送墨宝
以及红树林科普活动等一系列活动，有效增
强了景区吸引力。

而在演丰镇北港村，除了红树林景观，
岛上的滩涂水域还可为游客提供亲近自然
的赶海体验。国庆假期，大量市民游客拎着
塑料水桶，手持塑料铲，兴致勃勃地上岛赶
海。3日，海口市湿地保护协会还主办了一
场国庆特别行动——北港岛净滩志愿服务
行动。

海口市湿地保护协会秘书长赵英杰介
绍，当天，20多名志愿者戴着帽子和手套走
进北港岛，小心摘除缠绕在树上的塑料垃
圾，拉出埋在泥土下的废弃渔网。这也是超
强台风“摩羯”遗留下的痕迹。“大家热爱湿
地，更爱护湿地。”她说。

积极打造“湿地+”

湿地是指陆地和水体之间的交界面，由
水、土壤和植被等共同构成的一个生态系
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生态功
能，被称为“地球之肾”。根据2021年第三
次国土资源调查数据公报，海南湿地总面积
超过12万公顷。

目前，海南有7个国家级湿地公园：儋
州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定安南丽湖国
家湿地公园、三亚河国家湿地公园、昌江海
尾国家湿地公园、海口五源河国家湿地公
园、海口美舍河凤翔国家湿地公园和陵水红
树林国家湿地公园。

即便在以“只此青绿”闻名于世的海南
岛，这样的“成绩单”也并不容易。

以海口为例。近年来，海口始终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将湿地修复融入城
市更新，大力推行“湿地+”保护修复模式，
以“湿地+水体治理”“湿地+水利工程+海岸
带保护”“湿地+土地整治”等模式，积极开
展治水、退塘还湿、退塘还林等工作，以“湿
地+红树林保护”模式，修复海南东寨港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红树林。如今，海口湿
地共有32202.38公顷，湿地率达13.32%。

在湿地保护修复工作有所成效后，海口
又积极探索“湿地公园+”试点模式，建设美舍
河、五源河、潭丰洋等湿地公园，打造湿地公园
生态旅游品牌。一大批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
休闲滨水景观带相继建成。向好的生态环境
也引来了许多珍稀的动物朋友：美舍河国家湿
地公园发现了过去20余年未有目击记录的海
南特有种——露兜叶山蟌；五源河国家湿地
公园发现了花鳗鲡、小天鹅、水雉等国家重点
保护动物；今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彩鹮现身
东寨港，这是该保护区首次记录到彩鹮……

湿地，成为市民游客茶余饭后、节假日
间钟情流连之处。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海捞瓷”文创火了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子仪 通讯员
郭冬月

这个假期，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迎
来一波客流小高峰。9月底，该馆推出了深
蓝宝藏——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考古
成果特展，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假期打卡参
观，国庆假期日均客流量迎来新高，共接待
观众70536人次，提供接待讲解62场次，
举行活动场次57场。

走进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文创中
心，以素三彩象形执壶、珐华梅瓶等南海西
北陆坡一二号沉船考古瓷器为原型制作的
首饰、冰箱贴、帆布袋、发簪、南海有瓷出水
文物修复盲盒等文创琳琅满目。不少游客
纷纷表示，以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藏
文物和特色作为提取元素和亮点的文创产
品每一件制作都很精美，让人爱不释手。

其中，南海有瓷出水
文物修复系列盲盒原型来

自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藏
文物，涵盖了粉盒、玉壶春瓶、
高足杯等6款“微缩文物”。为
了还原出水文物修复，每款器
型都附着海底泥沙、贝壳、珊瑚
等海底“配件”，可让游客沉
浸式体验水下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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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雄狮少年》
在海口上演
非遗醒狮舞动热血青春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刘晓惠
通讯员赵仕芳）10月8日、9日晚，首届海
口城市艺术周的重头戏之一——音乐剧
《雄狮少年》普通话版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上
演，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别具特色的视
听盛宴。

音乐剧《雄狮少年》普通话版改编自同
名动画电影。该电影以其独特的岭南风情
和动人的音乐赢得了广泛好评。此次音乐
剧在保留原作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
的创新和改编，剧情更加紧凑跌宕，舞美设
计则巧妙融合了岭南建筑的元素，使得整
个舞台呈现出一种古朴而又充满现代感的
美感。

该剧讲述了平凡少年阿娟历经坎坷拜
师学艺，最终成功蜕变的故事。他从最初
作为不被看好的“病猫”，到学会舞狮头、跳
高桩，最终在队友的帮助下跃上“擎天柱”
的狮王，心怀舞狮梦的少年在师傅“咸鱼
强”的带领下，赢得醒狮比赛，实现了心中
梦想。

舞台上，演员们连唱带跳，通过精湛
的演技和扎实的唱功，展现出各具特色的
人物形象：努力追梦的少年阿娟、可爱灵
活的阿猫、强壮有力的阿狗……舞狮决斗
的场景聚焦非遗醒狮和岭南风土人情，大
锣大鼓铿锵热血，引起了观众强烈的文化
共鸣。

音乐剧《雄狮少年》普通话版驻团导
演、联合编舞吴泳宏介绍，这部剧将非遗醒
狮和当下流行的音乐剧做了有机融合，加
入了很多民乐的配器。希望能够引发观众
对于人生、梦想、理想的思索，同时希望像
舞狮这样的非遗项目被更多年轻人关注，
一代代传承下去。

“很燃、很青春、很感动！”观众莫女士
评价道，这部剧带观众真切感受了一场结
合舞蹈、武术和音乐于一身的“舞狮少年追
梦记”，希望今后能在海口看到更多精彩的
音乐剧、话剧。

南海有瓷出水文
物修复盲盒系列里的
微缩文物。

中国（海南）南海
博物馆供图

青绿遍野，
湿地入城，诗与
远 方 就 在 身
边。生态海南
总是不吝于献
上最丰盛的美
景。

今 年 国 庆
假期，在阳光微
风的加持下，海
南的湿地旅游
迎 来 一 波 高
峰。市民游客
从四面八方走
进湿地，拥抱绿
色，感悟大自然
蓬勃绽放的生
命力。

你不必特地跋
山涉水到偏远的小
山村，就能看到非遗
传承人现场编织黎
锦；你也不必远赴古
老的村落，就能一探
黎族船型屋打造的
奥秘……在海南省
非遗展示中心，这些
精湛的非遗技艺将
原原本本呈现在你
的面前，与现代生活
交相辉映，不仅“活”
了起来，而且还“潮”
了起来。

9月30日，海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中心投入试运
行。刚开门迎客不
久，这里已经成为新
晋的热门打卡点，接
待了近 4万人次的
观众。人们在此看
非遗、玩非遗、购非
遗，这座非遗展示中
心有何特别之处？

能看能听能互动

在海口市椰海大道上，矗立着一座造
型独特且新颖的建筑。从远处望去，它宛
如海上扬起的风帆；从高处俯瞰，又似风中
振翅的羽翼；近处端详，外立面的花纹仿佛
是云端织就的锦绣。

大屏幕、AI互动装置、明亮宽阔的中庭
……走进省非遗展示中心内部，如同走进
一座崭新的时尚商场。“它正是以这种既蕴
含古典韵味又不失现代创新的姿态，携着

‘天涯绝技’向世人亮相。”海南省文化馆馆

长（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陈虹霓说。

省非遗展示中心内设非遗基本陈列展
厅和黎锦技艺专题展厅。从二楼至四楼，
一层一层沿着“海”“山”“城”的主线往上参
观，与海洋有关的非遗项目、少数民族非遗
项目、汉族非遗项目的活态展示次第绽放。

何为活态展示？不同于普通博物馆或
陈列馆里的隔着玻璃看文物，省非遗展示
中心几乎是把每一项非遗“掰开来”讲、“立
起来”展、“动起来”演。

如在展陈临高广船造船技艺时，除了
图文展示该非遗技艺的具体内涵，现场放
置了一艘临高广船的模型骨架，详细分解
了造船工艺的六大流程。在一旁的触摸屏
上，观众可以360°看船体，还能单独看龙
骨、横柴、舷墙板等结构。一艘临高广船仿
佛就在眼前被拆解。

黎族，一个以歌舞著称的民族，在其生
产劳作中，巧妙地利用竹、木等自然材料，
创作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黎族竹木乐器，
例如独木鼓、唎咧、竹笛、叮咚等。在展示
黎族竹木乐器的展区，整齐排列着一排按
钮，每个按钮都与一种特定的乐器相对应。

当观众轻触“独木鼓”的按钮，一阵阵
清脆悦耳的鼓声便悠扬地扩散开来；按下

“唎咧”，则会流淌出欢快明朗的旋律；而

“叮咚”按钮被按下时，那淳朴而动听的叮
咚声便在耳边轻轻响起……

同样能听得着的，还有黎族民歌、临高
渔歌、儋州调声、海南斋醮科仪音乐等非遗
技艺；能拆解着看的，还有黎族传统纺染织
绣技艺、海南贝雕、海南椰雕、南海航道更
路经等非遗技艺。

总而言之，展览形式活跃且新颖，沉浸
式陈列与活态展示在展厅里比比皆是，一
部分比一部分引人入胜。有观众说：“只要
走进展厅，就没有不想细细参观完的。”

有趣有料有看点

长于大地、顺于时令，源于劳作、寓于
生活，人们的世代相传，形成了丰富的世代
传承的非遗。非遗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内
嵌于日用常行，融于特定场景。这样的“非
物质”属性，决定了非遗要想展示得好，就
不能仅仅被宣之于展板、陈列于展架，而是
要在场景中重现它的精髓和内涵。

在省非遗展示中心，搭建了许多大大
小小的非遗场景，让非遗在“近人”中“迷
人”。

展示海螺姑娘传说这一民间文学类非
遗时，现场设置了一个可旋转立体场景设
施。该设施分为三个部分，依次旋转展示，
共同讲述了一个关于渔民青年阿龙与海中
海螺姑娘之间奇妙缘分的传说故事。

在展示中心三楼，一幅二次元的立体
画引人注意，多个手绘人物的立牌组成一
幅海口天后祀奉仪式的盛况画卷。画中人
物表情生动，传神至极，他们或庄重肃穆，
沉浸在祭祀大典的庄严氛围中；或灵动活

泼，参与着仪仗表演的热烈场景；又或虔诚
庄重，跟随妈祖巡游的步伐……通过这些
传统民俗的精彩演绎，将观众带入了一个
热闹非凡的非遗场景。

“妈妈，这是盲盒里的娃娃吗？”在陶器
烧制技艺展示区，一位小朋友指着黎陶制
作场景里的玩偶说。细细一瞧，这些“黎族
姑娘”玩偶拥有圆润的大眼睛、萌趣的表情
和卡通化的形象，和当下流行的盲盒玩偶
相似。

五位卡通化的黎族姑娘身着传统服
饰，背景中展示了船型屋和槟榔树，她们或
在挖土、或在捏土、或在烧陶，生动地展示
了黎族泥片制陶技艺的流程，每一个动作
都显得生动可爱。

展厅里还利用了幻影成像、实境模拟、
双面互动屏、全息投影等“黑科技”，让非遗
场景和非遗传承人“穿越”到观众面前。

在一面高约2米、宽1米的大屏幕前，
润方言长调、赛方言长调、琼中黎族民歌的
非遗传承人轮番亮相，观众想听哪首就点
哪首；在展示盅盘舞时，利用幻影成像技
术，屏幕上两个在跳盅盘舞的小朋友立体
逼真，好像真的就在观众面前；在“中原根
源”展区有一面烟花墙，喜庆的春节习俗手
绘图上绽放“电子烟花”，引得许多观众前
来打卡；展示传统炭画像工艺时，观众可坐
在“电子画家”对面，实时收到专属的炭画
像……科技的应用，让非遗进入了一个更
大的世界。

漫步非遗展示中心，有趣、有料、有看
点，非遗凭借独特的魅力，借助精心的展陈
设计、绚丽的科技手段，打开了新的空间。

“当我们让非遗成为现代生活的新滋养，我
们定能在重新发现技艺之美、匠心之美、精
神之美的过程中，培养出更加深厚的文化
自信。”观众龙映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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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展台
小观众沉浸式感受海南非遗独特魅力。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