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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百个“网红旅游点”名单出炉，海南省商务厅等11个部门印发
《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打造“一村一主播”
“一县一网红”。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和线上经济的发展，海南涌现一
批网红村。如果把网红村的定义延伸为“人气旺的村庄”，其实古代也有
不少网红村、潮村。本期《海南周刊》聚焦古今海南潮村，敬请关注！

编者按

因发展动漫产业，海口龙华区龙桥镇
昌学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走进
村里，你可以看到许多火山石老屋修缮一
新，房屋门口、围墙上甚至路灯杆上，处处
装饰着动漫元素。创作大楼内，几十名漫
画从业人员正坐在屏幕前专心描绘，一笔
一画呈现二次元世界。

仅有150户的昌学村原本是个名不
见经传的“石头村”，石屋、石墙、石井、石
板路、大榕树，是它的基本样貌。2021年
1月，进驻昌学村的第一家企业海南流浪
草动漫文化有限公司成立，带动了昌学村
动漫产业的发展。

2022年6月，动漫设计产业平台“燚
界·漫创社”入驻后，把村里闲置的办公
楼、老祠堂改造成敞亮的办公室和食堂，
原本有些冷清的村落，一下子涌入110多
名外地年轻设计师。在工作之余，设计师
们积极参与村庄创意设计：把菜园旁的小
平台设计成咖啡卡座，把旧仓库改成自娱
自乐的小舞台，把古榕树打造成打卡点，
挖掘村里的红色文化设计剧本……昌学
村的村容村貌变化明显。

如今，昌学村已吸引40余家中小动
漫企业和工作室进驻。该村联合入驻企
业利用节假日举办集市、动漫节等活动，
吸引市民游客前去游玩。

当你走进三亚市海棠区后海村，时尚
潮流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是全国知名的
冲浪胜地，也是年轻人来海南旅游的热门
目的地。村如其名，后海村与大海有着天
然的亲密关系，在成为“冲浪村”之前，它是
一个疍家渔村。村民们曾世代逐水而居，
特殊的生产生活环境，孕育出独具特色的
疍家民俗文化，如水上婚礼、妈祖信俗等。

约十年前，一批冲浪好手发现了位于
蜈支洲岛旅游区附近的后海村。2020年

5月，后海村开始在社交媒体上
“火”了起来，此后它从小众

冲浪目的地，逐渐变成游客
争相打卡的网红旅游点。

“后海村因冲浪而
兴起，冲浪的发展，又

带动了民宿、餐饮
等行业的发展。”

海棠区冲浪
运动协会会
长、彩虹冲
浪 俱 乐
部主理
人 吴
志 锋
说 。
近 几
年，后
海村通
过 改 造
疍 家 渔

排，建设海
上民宿，让

前去冲浪的游
客体验疍家人

传统生活方式，进
一步擦亮“中国冲

浪第一村”这块金字
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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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最美中国旅游新名片”（第二季）在北京发
布，一个本来默默无闻的黎族苗族共居村，一举摘得“最美
中国乡村”桂冠，是全国仅有10个获此殊荣的乡村之一。

这个小村，就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什寒
村。她坐落在黎母山与鹦哥岭之间海拔800多米的高山
盆地中，是海南海拔最高的村庄之一。这里的原生态茂
密森林、清溪云雾，加上稻田与特色民居的美妙结合，令
人流连忘返。在抖音、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网友称之
为“天上什寒”。

什寒村最早见诸记载是1841年的道光《琼州府志》，
至今还不满两百年。当时称为“打寒”，与番阳、毛贵、毛栈
等村，都属于“生黎”红毛中峒的新入载村。

被群山环抱的什寒村，远离交通线，和其他不少荒
僻黎村一样，曾一度发展滞后，村民生活艰苦。海南解
放后虽大有改善，村民陆续住上了瓦房，但贫困的帽子
一直如影随形。

转变肇始于2011年。海南大学教授辛世彪为翻译
晚清时徒步穿越黎峒的美国传教士香便文的《海南纪
行》，一站一站追溯其路线，来到“打寒村”。“打寒”是香
便文进入黎族聚居区最深处的几个村落之一，他在书中
惊叹这里风景优美，黎族人民淳朴善良。然而，辛世彪
到访时，看到黎族苗族同胞生活依然困顿，村中多颓败
的土坯砖房，心里很不是滋味。

该书翌年出版，很快引起了省里的重视。不久后，相关
部门筹款300万元对什寒村进行扶贫开发……不到一年，
什寒已“清水出芙蓉”，尽展其天生丽质，摘得国家级桂冠。

如今，什寒村是海南省和美乡村、五椰级乡村旅游
点，旅游业和特色种植业蓬勃发展。“村里目前有22间民
宿，还有一批企业建设的高脚屋和集装箱房，每到周末
和节假日，许多游客开车过来休闲度假。”什寒村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员林刚介绍，除了种植南药和高
山云雾茶，该村还打算利用高海拔优势，种植
阿拉比卡品种的咖啡树，进一步增加收入
来源。

近十多年来，国家大力推动精
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不少海
南的黎村苗寨经改造提升后，
凭借秀美的风姿和独特的文
化魅力，成为新晋网红村，比
如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琼海
市会山镇加脑村、昌江黎族自治
县王下乡洪水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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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有两个村庄，因在农业生产领域表现亮眼，
成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先进典型村，吸引许多
人前去参观考察，可谓“红”极一时。它们就是儋州
的石屋村、文昌的高隆陈村。

沿儋州北部湾大道向北行驶，车辆穿过一片橡
胶林，进入石屋路，路的尽头是一个广场，广场周边
有胡松纪念馆、中国村官精神馆、中国农村博物馆等
建筑，这里便是那大镇石屋村。

该村享誉全岛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任石
屋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胡松带领农民开山造田、兴修
水利，将耕种面积扩展到1.6万多亩。至1964年，除
了热带作物园和水果园，石屋还办起了烟胶厂、淀粉
加工厂、发电厂、石灰窑，购买了拖拉机、汽车、电动
打谷机和碾米机。周恩来称赞说“石屋是广东学大
寨的好榜样”，从此便有了“北有大寨、南有石屋”之
说。在石屋最辉煌的七十年代，大队集体存款达到
了100万元，存粮达100万斤，这就是当时全国媒体
争相报道的“石屋双百万”。

如今，石屋村立足资源优势，拓展“党校培训+红
色旅游”业务，发展蜜柚、有机蔬菜、茶、玫瑰花等特
色产业，村庄面貌进一步提升。

把视线转移至海南岛东部文昌一带。1976年冬，
文昌高隆陈生产队（今文城镇星火村高隆陈村民小组）
在海南率先实行包产到户，一时引起轰动。两年后，该
生产队的做法获得推广，前往参观者络绎不绝。

那年冬天，高隆陈生产队队长陈明清召集村民
商议后，决定从全村145亩番薯地里拿出13亩承包
到户。这些番薯地承包下去后，大家除草、施肥，起
早摸黑地干，番薯亩产量明显提升。尝到甜头后，该
生产队又把稻田、耕牛、椰子、农具等分到户。这极
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久后，队里的粮食实
现自给有余。

到了1978年，高隆陈生产队的大胆尝试获得了海
南区党委的肯定认可。文昌县委总结推广高隆陈生产
队“包产到户，按产计酬”的做法，要求全面推进各种形
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陈明清一下子成了红人，经常
受邀去各地作报告。1979年2月，海南区党委召开水
稻早造联产承包推广大会，将高隆陈生产队作为先进
典型，各市县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均前往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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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处于黎峒的归姜驿是超级“网
红点”。南宋著名诗人、时任广西经略安
抚使的杨万里在此夜宿，并创作了脍炙人
口的《题归姜驿》：“岚气秋还热，归姜晚暂
栖。云随一海去，日在万山西。密树通泉
过，荒林使径迷。登高发长叹，清世说生
黎。”

归姜驿名字古雅，又不像是土语，无
人知其由来。它位于儋州北部辅龙山主
峰以北（东成镇境内），即今“老抱舍”村，
相对于新抱舍村又称“老市村”。这里海
拔约150米，是海南北半部最高的驿站，
也是临高县治珠崖驿与儋州治伦江驿（明
代古儋驿）之间的唯一中继驿站。

南宋初著名贬官赵鼎、胡铨赴吉阳军
贬所时，也投宿归姜驿，留下了关于辅龙
山的命名或诗作。由于琼西南驿道长期
被黎峒阻断，命官和贬官多从昌化军乘船

“再涉鲸波”至吉阳军。
苏东坡被贬赴昌化军更早。两宋间

儋州建置及社情没有大变化，辅龙山驿道
及归姜驿应同样运作，因此坡翁也可能在
此住宿。苏诗“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
空”，说不定就是在这个高地驿站写的。
另一个登高北望点是澄迈桥头镇古西峰
驿旁的名胜西峰岭，海拔只有41米。

辅龙山中有座小小的将军山，上有纪
念元代将军劳珦的“归姜将军庙”，抱舍市
因此又叫将军市。明清驿道不变，清代塘
铺就叫将军塘。乾隆劝耕时，成批高州人
移入今新盈农场一带，这里至今仍有许多
说西江粤语的居民。

进入民国时期，老抱舍依旧热闹。相
传陈济棠在此处建立示范农场，农、商由
此发达起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抱舍镇有

“商店百余家，设有镇公所、小学校各一
所”。海南解放初期，老抱舍依然是琼西
北重要交通枢纽，海榆西线改经那大后，
这里逐渐淡出公众视野。21世纪初建成
的环岛高速公路新盈互通就在附近，与古
驿道相映成趣，这一带交通更加方便了。

老抱舍现存一条约 180 米长的老
街，街上新屋旧宅杂陈。最显眼的是蔡
姓人家南洋风格的三层破旧楼房，有说
是被日机炸毁，也有说是解放海南时战
毁，结实的门面残垣像澳门“大三巴”一
样顽强矗立，仿佛在诉说千年归姜驿往
日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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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西南的石山镇，是雷琼海口火山
群世界地质公园所在地，核心景点是马鞍岭
火山口，其旅游热度居高不下。山下北铺村
是马鞍岭门户，也是千年环岛驿道从未改变
的重要节点——石山铺所在地。

然而，人们难免有点奇怪：为什么西行
驿道渡过五源河之后要突然转向，向西南方
向直奔石山铺，然后又转向西偏北，经过道
堂村进入澄迈老城？这条不浅不深的“V”字
形线路显然绕了远路，而且还要爬点坡，为
何不取直路呢？

原因会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从宋代开
始，马鞍岭周边长期是海南重要的槟榔产
区。中国人常说“路通财通”，其实有时候是

“路为财通”，驿道怎么会为了少走两三里，
而放着“财神爷”不接呢！

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说到了槟榔
税，“海商贩之，琼管收其征，岁计居十之五”。
王象之《舆地纪胜》载：“琼人以槟榔为命，产于
石山村者最良。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
也。又市舶门曰，‘非槟榔之利，不能成此一州
也’。”石山村在哪里？正是当代的石山镇，“马
鞍山，在琼山县五原乡石山村”。

由此可见，从宋代起，石山镇一带就是
海南重要的财源，槟榔通过澄迈东水港、琼
管白沙津外运，输送至富庶繁荣的闽广“不
知其几千百万也”，税源滚滚。从产地到码
头必须有晴雨皆宜的好路，这正是“V”字形
驿道面世的原因。与此同时，这段驿道的修
建，提升了石山的人气，促进了当地商贸业
的发展。

唐代海南农耕重心是南渡江下游地区，
至宋代虽然进一步发展，但州县粮食仍难自
给。石山一带的琼-澄槟榔产地至关重要，
与神秘的“美榔双塔”同在一区。

虽然明清海南税源结构已大不相同，但
这段驿道早已成熟。直到海南建省之初，沿
着古驿道开筑的府城-老城公路还是全线贯
通的。

如今，因为道路交通格局的改变，北铺村
已远离喧嚣，但村中仍流传着“北铺市，糖糕
铺；道堂墟，缝衣裤”等顺口溜。一条踩踏了
数百年的石板路穿村而过，尤显安静古朴。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
们获取旅游信息、规划出行线

路大都依赖网络，这意味着乡村在
网上的热度，会直接影响游客到访量。
古驿道上人财两旺的海口北铺村，因率先
包产到户闻名省内外的文昌高隆陈村，冲浪
爱好者向往的三亚后海村……不同时代的
网红村有不同的特点，它们中既有积淀深
厚、故事脍炙人口的千年古村，也有现当
代一跃而起，凭借美妙风光或特色业
态“出圈”的新晋网红村。这些村

庄的爆红或沉寂，记录了海
南的发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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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海南
网红村

海口北铺村的石板路（2014年）。何以端 摄

游客在琼海排港村奔跑。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琛 摄

游客在三亚后海村冲浪。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武威 摄

东方白查村的船型屋。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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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小朋友在海口898艺术村绘画。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罗安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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