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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保突制陶馆的传
统黎陶展示区，釜、甑、瓮、碗、

罐、蒸酒器等器型的黎陶制品，令人目不暇
接。有些黎陶制品表面还刻有水波纹、青
蛙、鱼、鹿、鸟等图案，寓意着丰收、吉祥。

“我们会先带孩子们来到这里，讲解黎陶
制品的作用、黎族制陶的历史及过程，增长孩
子们的文化知识，引起他们对黎族原始制陶
技艺这一国家级非遗的浓厚兴趣。”保突制陶
馆负责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梅珍说。

黎陶对于早期黎族人民来说，是生活的
一部分，主要用于装酒、装米、装水以及蒸酒
等。而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就是黎族人生存
智慧和审美情趣的结晶。为了让孩子们深

入体会黎陶的魅力，刘梅珍带他们到黎陶制
作区，教他们学习如何用传统的泥条盘筑法
制作黎陶。

在馆内的黎陶制作区，孩子们先把泥料
搓成长条，按器型的要求从下向上盘筑成
型，并用手将里外修饰抹平，使之成器。然
后，制作的生坯会进入原始的露天堆柴烧陶
阶段。“这项技艺很有意思，我希望它能够传
承下去。”海口市海景学校学生白悦彤说。

“在传统黎陶器型的基础上，这些年，我
们结合现代审美和用途，创作出了灯罩、笔
筒、茶壶等黎陶产品，也引导孩子们在制作过
程中发挥想象力，创造不一样的黎陶制品。”
刘梅珍说，除了露天堆柴烧陶，现在还采取气

窑烧制、电窑烧制，通过温度控制，使得黎陶
受热均匀、外形色泽较为统一，品质更佳。

刘梅珍是保突村人，2013年她成立了
昌江保突黎陶制品专业合作社，带动村里的
黎族妇女制作黎陶，实现增收；2014年，成
立保突制陶馆。2015年，在当地政府的支
持下，她将保突制陶馆打造成研学基地，助
力研学旅游发展，激活乡村文旅经济。

昌江旅文局副局长曹传龙说，结合昌江
全域全季全时的特色发展路线，研学活动也
融入昌江四季旅游推介中。保突制陶馆构
建了“产、学、研、旅”一体化模式，坚持走以
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为特色的非遗产业发展
之路，取得了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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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来自清华大学等全国29所重
点高校的80多名师生代表深入海南昌江核
电基地，开启了一段“核电探索”之旅。

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师生们不仅参观
科普展览馆，学习有关核能、核电的原理和
核电安全性等知识，通过观看发电原理的动
态演示，了解核电系统的工作原理，还亲临
核电现场，参观核电观景台，实地观摩、了解
核电工程建设规模及海南核电二期工程、

“玲龙一号”项目建设等情况，身临其境感受
核工业带来的独特魅力。

“这些年，基地接待了许多来自岛内外
学校的学生，一般寒暑假人数较多。”中核集
团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党建工作处宣传科负
责人孙智良说，活动中，学生们可以参观核
电科普展览馆、模拟机房、核电观景台以及
白蝶贝养殖基地等地，通过实地参观、科普

讲座、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学生们近距
离体验核电文化，增长见识。

据悉，2023年，“海南核电”获得“世界研
学旅游组织合作认证基地”荣誉称号。今
后，海南核电基地将更加注重强化爱国主义
教育内容、提升科普教育质量等，努力成为
全国知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核电科技科
普的重要窗口、核电科技创新的重要平台。

除了核电基地，昌江矿业遗迹也展现了
工业之美。石碌矿业博览园以石碌火车站
矿仓为背景，建设了矿文化体验区、矿业设
备展示区等。

走进石碌矿业博览园，一台台陈旧的采
矿机器、运输设备在草坪上陈列展示，承载
着矿山的记忆与历史过往，展示石碌铁矿的
发展历程。学生们在老师的引领下，能从多
角度了解石碌铁矿的“前世今生”，领略矿山

文化的魅力。
“研学旅游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实际

场景中，将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
加深理解，提高学习兴趣。同时，从经济方
面来说，研学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业
态，能带动当地住宿、餐饮、交通等相关产业
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海南省研学旅游协会秘书长谢祥项说。

“此次与昌江旅文局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将共同策划符合昌江特色的研学项目，
并结合该县实际情况，设计科学合理的研学
课程和活动方案，提升研学旅游产品的质量
和影响力。”谢祥项说，希望通过此次合作，
促进昌江研学旅游快速发展，建立昌江独特
的研学品牌，助力昌江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
研学胜地。

（本报石碌11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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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泥条一条一
条地盘起来，很有
趣。”近日，在昌江黎
族自治县石碌镇保
突制陶馆，来自海口
市海景学校的学生
郑从永揉泥、搓泥、
盘泥，沉浸式体验了
黎族原始制陶技艺，
感受到无穷的乐趣。

当日，海景学校
组织400多名师生到
保突制陶馆，开展了
秋季黎陶体验研学活
动。活动中，学生们
不仅认识了不同形状
的黎陶制品，了解黎
陶的历史文化，更是
参与黎陶制作，在实
践中收获满满，加深
对非遗的热爱。

昌江集聚雨林
魅力、山海奇观、黎
族风情、工业文明等
多元素，具有得天独
厚的研学资源优
势。近年来，该县依
托资源禀赋优势，大
力推进“旅游＋研
学”融合发展，让“在
游中学”的研学旅游
受到岛内外学校学
生及亲子游群体青
睐。目前，昌江共有
4处省级中小学生研
学旅行实践教育基
地。10月23日，海
南省研学旅游协会
成立，并与昌江旅文
局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将助力昌江打造
研学旅游发展示范
市县。

传承民族技艺 弘扬黎乡文化

11月 2日，“奇妙大自然，小小‘猿’宇
宙”自然科普研学公益活动在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片区举行。来自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的学生们探秘热
带雨林。

学生们走进科普宣教馆，了解热带雨林
生态及海南长臂猿习性，还前往霸王岭雅加
景区，参与了“山林寻宝大战”、“猿味”游戏
闯关、少年检察官等活动，在游玩中，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保护热带雨林的重要性。

“霸王岭”景区保存着较好的自然雨林
生态，有闻名遐迩的海南长臂猿，动植物种
类丰富而珍贵，集植物奇观、峡谷流泉、飞瀑
怪礁、民俗风情于一身，是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霸王
岭”已开发海南长臂猿旅游小镇、雅加和白

石潭两个景区，打造了情道、康道、乐道、孝
道、福道和后山防火栈道等6条观光栈道，总
长度约9公里。

近些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霸王岭分局和昌江依托这里独特的资源，致
力于发展研学基地。“霸王岭”景区先后获得

“国家青少年自然教育绿色营地”“省级研学
实践教育基地”“世界研学旅游组织合作认
证基地”等称号。

“分为室内讲解和室外实践两部分，不
定期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科普宣教馆，室外6
条观光栈道接待科研单位人员、学生、游客
前来研学和观光。”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管理局霸王岭分局宣教科工作人员倪德聪
说，研学活动中，讲解员向参观者讲解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相关科普知识，增强大家

生态文明意识，传播国家公园理念。
10 月 23 日，海南省研学旅游协会成

立。在昌江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下属海南省
霸王岭森林发展有限公司成为了该协会的
会员。“下一步，我们一方面借助协会的力
量，与相关学校合作，开展研学主题系列活
动；另一方面将进一步完善小镇的配套基础
设施，加强接待能力。”海南省霸王岭森林发
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倩说。

“花卉研学”也是昌江的一大特色。学
生、游客可以前往和丰兰花博览园，欣赏一
株株竞相绽放、争奇斗艳的兰花，可以参观
兰花科普馆、组培室等，体验兰花种植。借
助丰富的花卉资源，昌江为学生及游客提供
了探索自然、学习花卉知识的优质平台。

探索雨林魅力 发现生态之美

探究核电奥秘 领略工业文明

本报石碌11月7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文君）当前，昌江黎族自治县在环岛旅游公路
昌江段精心打造海岛7号公路“千寻之梦”旅游景
观打造工程，使其成为展示昌江形象的新窗口。

“等天气晴朗了，就组织工人进行最后的路面刷
漆工作，预计11月底完工。”11月6日，“千寻之
梦”旅游景观打造工程施工负责人黄文明说。

该工程项目完工后，游客途经环岛旅游公路
昌江段时，可以走过一条动漫风格的“治愈系”彩
虹路，感受蓝天、海湾、沙滩加上七彩绚丽路面所
带来的愉悦氛围，还可以欣赏到色彩丰富的墙绘
和浪漫诗意的文字，打卡颜值爆表的“动漫风”观
海台，拥有一场治愈与美好的全新旅游体验。

据设计单位负责人严庆安介绍，海岛7号公
路“千寻之梦”旅游景观打造项目由中国核工业
二三建设有限公司出资，总投资约119万元。该
工程项目以“海边的千寻之梦，心中的治愈之旅”

为创作理念，由“治愈系”彩虹路、观景台、“超治
愈”短诗3个部分组成，并规划有海岛7号公路

“治愈之旅”打卡装置以及孤悬于海边的治愈心
房。它提取经典动漫作品饱和度较低的治愈色
系，打造“治愈系”彩虹路。

昌江旅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工程项目的
建设，将成为环岛旅游公路昌江段1.0版本的标
志性工程，成为昌江的亮丽“打卡”点，最终形成
既独特又治愈的特色旅游，彰显昌江滨海魅力。

据悉，环岛旅游公路昌江段全长约57.3公
里，途经乌烈镇、昌化镇和海尾镇3个镇，可以欣
赏到百鸟翔集的海尾国家湿地公园、绝美落日的
棋子湾、《向往的生活》“蘑菇屋”以及苏东坡先生
笔下的“峻灵神韵”等昌江特色文化景点。目前，
环岛旅游公路昌江段共建设4个停车区、5个观
景台、13个路侧停车带，同时将建设“峻灵神韵”

“闲敲棋子”“海尾守望”3个旅游公路驿站。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文君

当前，第二届中国（海南）
东坡文化旅游大会正在紧张
筹备中。探寻东坡足迹，身临
其境地感受东坡文化的魅力
与底蕴，是吸引“坡粉”的重要
内容。在海南，昌江黎族自治
县的峻灵明王庙也留有苏东
坡的“印记”，有着一段东坡峻
灵王文化的美丽传说。

11月5日，沿着海南环岛
旅游公路行驶，海南日报全媒
体记者来到了位于昌江昌化
镇昌城村的峻灵明王庙。在
庙前的东坡亭，看到了当年苏
东坡所撰写《峻灵王庙碑》一
文的残碑。不少游客正在此
参观。

“谪居海南三载，饮咸食
腥，凌暴飓雾而得生还者，山
川之神实相之，谨再拜稽首，
西向而辞焉。”苏东坡被贬儋
州，原以为会“死葬海外”，但
是在游览昌江峻灵王石后返
回不久，便接到了北归的诏
命。因此，在文中苏东坡感恩
峻灵王。

从此，峻灵明王庙更负盛
名，成为人们追忆苏东坡足迹
的游览胜地。

何为“峻灵王”？“‘峻灵
王’最初是昌化大岭上的一块
宛如巨人的石头，因民间传说
和皇帝诏封而被民间神化，是
海南独有的民间海神。”昌化镇昌城村党支部书记
周书云说。

周书云介绍，以前，对于昌化江入海口一带的
渔民来说，昌化大岭上的这块“神石”，就是航海灯
塔，只要看到峻灵王石，心里就踏实，就知道回家的
方向。据说，如果看到峻灵王石上方有乌云，就是
告诉渔民风暴即将来临，不宜出海。“峻灵王”成了
海南西部地区渔民祭祀的神灵。在昌化大岭下，宋
代建设了峻灵明王庙。

昌化大岭又名峻灵王山。登昌化大岭之巅，北
眺棋子湾，南襟昌化江，远瞰南海，壮观也。昌化大
岭、峻灵王石、峻灵明王庙组成了昌江“峻灵王文化
空间”，被列为该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近年来，昌江高度重视东坡文化与峻灵王文化
的资源融合与发展，先后两次与海南省苏学研究会
共同主办“昌化江东坡峻灵王文化论坛”，线上、线
下研究开发苏东坡海南三年的历史文化遗存，推出
一批优质学术研究成果。第一届论坛结束后，已由
学苑出版社编审出版论文集《千年苏学与昌江特色
文化聚集地》。今年9月底，《铭碑晔然照无穷——
第二届昌化江东坡峻灵王文化论坛论文集》首发式
举行。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李公羽研究后认为：
“发端于昌化江畔的东坡峻灵王文化，以峻灵王传说
为基础，融汇东坡文化的精神内核，流传千年而广为
民众喜爱，这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他认为，充分发挥东坡峻灵王文化优秀传统的
核心价值，彰显峻灵王文化、东坡文化的独特品质，
打造昌江特色文化聚集地，有利于推进昌江县经济
社会文化发展，是在海南自贸港、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建设进程中奠定具有昌江特色重要基础的新生
动能。

如今，随着环岛旅游公路的开通，前来峻灵明
王庙的游客越来越多了，也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

“不少村民在周边卖水果、小吃、饮料等，实现增收，
同时，这些年村里的饭店、宾馆和民宿也增多了。”
周书云说，今年，在昌江县政府的支持下，该村在峻
灵明王庙周边规划建设10个铺面，预计年底建成
并投入运营。这些铺面将租给有需要的村民，帮助
他们增收。所得的租金作为村集体所有，将用于村
庄建设发展。 （本报石碌11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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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岛旅游公路昌江段将现“千寻之梦”
预计11月底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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