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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校│叶健升 苏建强

“
资
源

若非大自
然 的 鬼 斧 神
工，怎么能形
成这样一方宝
地 —— 有 海
岛，有沙滩，有
潟湖，有湿地，
有山岭，有河
流，有湖泊，有
温 泉 ，有 港
口 。 若 非 天
赐，怎么能在
这20多公里的
海岸线两侧汇
聚碧海蓝天、
青山银沙、绿
洲奇岬？

让我们走
进三亚市海棠
区，看这里风
光旖旎、椰影
婆娑，看这里
绿洲棋布、河
道如网，看这
里万物生长、
芳草萋萋，领
略天赐海棠之
美。

岛的故事

北纬18度、长夏无冬、阳光充足，这
些都不足以表明海棠区的独特，要论鬼
斧神工，要先说海棠区的岛。关于岛的
故事，有传说佐证——

相传很久以前，一个打鱼郎遇见了
偷跑上岸的小龙女，两人一见钟情。一
年后，小龙女决定回家请求龙王成全他
们，不料一去不回。原来小龙女被龙王
囚禁起来了。不过，小龙女日夜思念打
鱼郎，后来趁看守不注意逃了出来，龙王
在后面紧追不放。眼看这对痴情男女就
要相会，龙王大怒，用定身术将两人变成
了两块巨石。

千百年过去了，见惯了潮涨潮落的
两块巨石，依然矗立在那里，静静相望，
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后来，人们称此
处为“情人岛”，也就是今天海棠区很火
的景区蜈支洲岛。

传说虽然不是真的，但能有传说本
身就说明这个地方具有一定的奇特性。
蜈支洲岛四周海水清澈，是中国最好的
潜水地之一，海底生长着五颜六色、种类
繁多的珊瑚，因而享有“中国马尔代夫”
的美誉。

蜈支洲岛方圆不过1.48平方公里，
却有超过2000种植物，生长着许多珍贵
树种。岛上绿树成荫、红花养眼、山峰添
翠。

海棠区藤桥东西两河交汇处，有一
片郁郁葱葱的绿洲，绿洲之上长满了椰
子树，阳光穿过树枝间的缝隙照进椰林，
就像是丛林秘境，这里便是名副其实的

“椰子洲岛”。
椰子洲岛并不是一座岛，它由17座

小岛组成，远远望去，一座座小岛青翠养
眼，像一块块镶嵌在碧波上的翡翠。各
岛之间有独特的水系，宽阔的河道有内
外港之分。据说，这里是目前海南最原
始的自然景观岛屿之一。

水的故事

田野有了水，就有了生机，城市有了
水，就有了灵气。

在海棠区，水给游客展示的面貌更为
多样。这里有汹涌澎湃的海浪，你可以在
激流中冲浪；也有从地下涌出的温泉，你可
以在汤池里放松身心；还有港湾内的红树
林湿地，让你感受生命的张力。如果你什
么也不想做，就在藤桥河、龙江河畔找个咖
啡馆，呆坐一下午，也是不错的选择。在海
棠区，总有一种水的形态，适合你的心境。

比如说藤桥河，那是当地居民的母
亲河。藤桥河分东西两河，一般所说的
藤桥河是指东河，它发源于保亭西南部的

昂日岭，蜿蜒流入海棠区境内，流经社区、
村庄，最终汇入大海。上千年间，藤桥河
冲刷出下游的平原、台地，人们栖居在藤
桥河两岸，繁衍生息。

多年前，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在海
棠区采访，总能听到龙江河的名字，但始
终看不出哪一条水系是它，龙江村倒是
能找到。而在村里一些老人口中，他们
小时候龙江河像一条绿色的玉带，绕过
村庄，注入田园，与海相连。后来随着城
市的建设和自然环境的变化，龙江河水
系被截断堵塞，没有了一条玉带的模样。

水的故事也是人的故事，如何将“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落到实
处？近年来，海棠区对龙江河开展综合
治理，建设海棠河生态公园，龙江河水系
重焕生机，成为城市的亮丽名片，也留住
了当地居民的乡愁记忆。

今年2月，海棠区龙江河水系连通与
水生态功能提升项目开工，施工方将新
建两条人工河道，从龙江河引水至龙江
塘，进一步增强龙江塘水体的流动性，以
改善周边人居环境。

如今再到海棠区，已能清楚地看到
洁净的龙江河水系。

温泉也是海棠区的一大特色，主要
有南田等两处温泉。

南田温泉20世纪90年代就已启动
开发，被誉为“神州第一泉”。据介绍，当
年勤劳的南田农场人开展万人大会战，
当井钻打到地下60米时，地热水喷涌而
出，扬程高达8.8米，在国内颇为罕见。

生长的故事

海棠区的一种树也有故事，它叫红
榄李，曾被列为珍稀濒危红树植物。

20世纪80年代，海南有关部门在全
岛摸底调查红树林分布情况。红榄李对
水温、土壤等环境条件要求很高，当时仅
在三亚海棠湾铁炉港发现了它的身影。

2014年，《中国濒危红树植物红榄
李调查报告》显示，红榄李在国内仅剩下
14株。分布地为三亚铁炉港和陵水大
墩村。近年来，在各方努力下，红榄李的
保护取得了喜人的进展。

如今，每当人们谈到海南红榄李保
护，总是绕不过铁炉港，绕不过海棠区。
这个钟灵毓秀的地方，书写了濒危物种

“绝处逢生”的故事。
海棠区这片土地上，还有许多特色

鲜明的农产品。出产于海棠区湾坡村的
湾坡鸭，就是其中的代表。

湾坡村的湿地水草丰茂、螺蚌较多，
在湿地中长大的湾坡鸭毛色发亮、皮薄
肉厚、肉质紧实。

如今，湾坡鸭已不仅仅是单纯的菜
品，还升级为商品、礼品，成为湾坡村的
一张名片。

位于藤桥河畔的田湾村，也有一种
特色农产品——田湾薏米。在海南，薏
米是一种不太常见的农作物，田湾村从
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种薏米，田湾薏
米因富含硒元素、口感独特广受好评。
由于营养价值高，它常被一些餐厅做成
滋补品、甜品、特色菜，比如红豆薏米
粥、薏米椰子鸡汤等。

近年来，田湾薏米在海南本土和省
外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大量采购商慕名
而来。“田湾薏米”已成为海棠区农业领
域的一块金字招牌。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田曙岚
就在《海南岛旅行记》中记录了他在藤桥
集市上见到薏苡（薏米）及用薏米酿的
酒，商人在藤桥港（今合口港）将这些产
品贩卖到外地。由此可见，薏米在海棠
区的种植历史较久。

田曙岚还在书中写道：“女子则多喜
食檬果……”“檬果”即芒果，90多年前
海棠湾一带的女子就爱吃芒果。如今，
芒果也是海棠区的一大特色农产品。今
年4月，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
心发布2024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名录，海棠湾金煌芒果、贵妃芒果榜
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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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炉港的红树林。海棠区委宣传部供图

海棠区椰子洲岛风光。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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薏米椰子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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