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1927 年打响武装斗争第一枪，到 1950
年海南解放，琼崖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二十

三年红旗不倒”，为海南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今年 4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

察时强调，要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用好海南琼崖纵队纪念场

所、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等红色资源，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红色血脉。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琼崖革命老区干

部 群 众 传 承 百 折 不 挠 、勇 往 直 前 的 红 色 基

因，生态富民路越走越宽，自贸港建设日新

月异。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951 年 8 月至 9 月，中央人民政府南方

老根据地访问团海南分团访问海南，授予塔

昌 、长 泰 等 18 个 革 命 模 范 村“ 革 命 光 荣 ”

锦旗。

“这 18 个革命模范村在战争时期做出巨

大牺牲，始终坚定不移跟党走；在建设年代竞

相谋发展。他们身上传承的，是百折不挠、勇

往直前的红色基因。”海南省老区建设促进会

常务副会长梁振球说。

2021 年 9 月，海南省政府出台《关于新时

代支持琼崖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施意见》，

明确将 18个革命模范村庄列入重点支持范围。

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长泰村冯白驹故居

旁，竹篱笆围起“初心菜园”，不远处，红色研

学旅游设施正在组装。云龙镇党委副书记陶

硕说，以传承红色文化为核心，村里联合在村

企业、机构，打造海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

红色文化旅游村落。

为支持革命，琼山区大坡镇塔昌自然村

先后有 50 多名共产党员、90 多名群众献出宝

贵生命。近年来，党的好政策给塔昌带来好

日子，村民拆危房住新居，环村铺起硬化路。

如今的塔昌，村在林中，人在景中，红色村史

馆、革命烈士英名碑、革命亭醒目庄严。

塔昌村村民王绥山说：“村里正谋划红

色资源开发，将密林深处的练兵场、疗伤所、

草木屋、红军井等建成红色旅游点，让更多

人了解塔昌的革命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幸

福生活。”

生态富民路越走越宽

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万亩茶海连

绵起伏、苍翠欲滴。

白沙县是革命老区，1943 年，黎苗群众

发 动 白 沙 起 义 ，走 上 了 翻 身 求 解 放 的 光 明

大 道 。 如 今 的 白 沙 ，是 海 南 自 贸 港 的 生 态

核心区及水源保护区，生态环境得天独厚。

近年来，海南坚持生态立省，鼓励革命老

区率先探索绿色发展道路。7 年前返乡创业

的白沙荣归乡里农业开发公司负责人郑云，

见证了白沙的蝶变。

郑云通过电商销售农特产品，刚开始一

没经验二缺支持，难以打开市场。2016 年，

白沙入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县，优惠政策出台，物流下村，电商平台、市场

主体迅速培育。参加县政府组织的电商培训

后，郑云帮着农户兜底销售，绿茶、地瓜、咖

啡、红心橙、竹笋等特色农产品不断打开销

路，带动 50 多户农户脱贫，并与 100 多户农户

签下农特产品和苗木帮卖协议。

2021 年，白沙特色产业种植面积达 15 万

亩，电子商务交易额 6.22 亿元，旅游接待 107
万人次、收入 6.1 亿元，全县农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 15767 元。

在昌江黎族自治县，丰富的旅游资源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发挥毗邻热带雨林的

生态优势，昌江县王下乡三派村、洪水村、浪

论村 3 个革命老区村庄发展特色乡村旅游。

近两年，王下乡接待游客近 10 万人，旅游收

入突破 1000 万元。

“3 月就开始预订 4—6 月的房间了。”浪

论村一家民宿的负责人说，“游客在这里可以

戏水、摸螺、体验农耕。最受欢迎的还是黎民

家访，现在已经带动村民发展起 4 家民宿，还

有 1 家农家菜。”

从前台登记、餐厅接待，到织锦、酿酒、黎

族歌舞表演，这家民宿 90%的员工都是当地

村民，人均月收入 3000 元左右。浪论村集体

土地入股民宿，去年共保底分红 3 万元，收益

分红 3 万元。

浪论村村民韩小春用闲置房屋办起了民

宿。“旅游公路修到家门口，从海口过来比之

前快了 1 个小时，相信生意会越来越好。”韩

小春说。

自由贸易港建设日新月异

琼海是革命老区，博鳌亚洲论坛举办 20
多 年 来 ，琼 海 成 为 对 外 开 放 的“ 国 际 会 客

厅”。如今，海南自贸港建设正给这里带来更

多机遇。

“海南推动自贸港重点园区落户重点革

命老区县，推动重大项目布局老区，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落户琼海后，已成为国

际创新药械率先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主要通道

之一，实现了医疗技术、装备、药品与国际先

进水平‘三同步’。”海南省发改委主任顾刚

说，乐城先行区目前已经与 80 家跨国药械企

业建立合作，引进 200 种未在国内上市的创

新药械供临床使用，国际前沿的临床数据应

用研究取得实质性突破，药械企业与国内优

质的医疗资源形成联动发展。

近年来，琼海立足本地实际，在自贸港建

设中保护和开发好传统村落、红色村庄等资

源，打造出北仍、沙美、南强、留客、排港等一

批“美丽乡村会客厅”，引来大批游客。嘉积

镇椰子寨办起“椰子寨战斗历史陈列馆”，每

年接待 2 万多人次参观学习。

黎族姑娘陈孟丽大学毕业后回到五指山

市，边创业边跟着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国

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香兰学习织锦。 2017
年，她将个人工作室发展成黎族服饰文化公

司，带动 30 多名织娘脱贫，人均月增收 3000
多元。

“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抓住自贸港

建设机遇，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色和

黎苗服饰文化等要素融合起来，培育更多特

色产业。”五指山市委书记朱宏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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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渡

海大军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不

到 两 个 月 就 解 放 了 海 南 岛 。 今

天，海南正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努

力在新征程上创造新辉煌。

海 南 是 我 国 最 大 的 经 济 特

区，地理位置独特，拥有良好的生

态环境，同时又是相对独立的地

理单元，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具有特殊

地位和重要作用。把海南自贸港

打 造 成 展 示 中 国 风 范 的 靓 丽 名

片，就要从革命传统中寻找智慧、

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力量，把革命

先烈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伟大

事业奋力推向前进。

有 大 情 怀 才 能 成 就 大 事

业 。 海 南 岛 在 中 国 革 命 史 上 写

下了光辉一页。 1926 年 2 月，中

国 共 产 党 琼 崖 特 别 支 部 委 员 会

成 立 。 那 时 ，即 便 没 粮 食 没 药

品、用光火柴就钻木取火，历尽

千难万险，红旗依旧不倒，革命

火种不灭。

一 切 伟 大 成 就 都 是 接 续 奋

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

在继往开来中推进。不论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 良 作 风 都 在 激 励 我 们 不 畏 艰

难 、勇 往 直 前 。 在 洋 浦 保 税 港

区，为实现跨境电商新零售即买

即提，有党员干部在办公室一住

就是两个多月；有职教老师扎进

乡村，辅导村集体创业创新，荣

获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创 新 奖 …… 奋

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就要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

色基因，把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付

诸具体实践。

新蓝图已然绘就，新征程击鼓催征。以信仰之光

照亮前行之路，以如磐初心凝聚奋斗伟力，敢为人先、

埋头苦干，开拓创新、攻坚克难，海南必将成为干事创

业的一片沃土，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必将闪耀在中国的南海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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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雨后，海南省万宁市六连岭上云雾

缭绕。山下的六连村旁，革命烈士纪念碑高

高耸立、庄严肃穆。

1927 年，六连岭革命根据地建立，在此

后 23 年的革命斗争中，六连岭周边群众投

身革命，很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改革开放后，六连村家家种荔枝、莲雾

等，发展养殖。村民腰包鼓了，但村集体经

济薄弱，农业灌溉渠荒废了多年没人管。“村

容村貌、产业发展、公共服务，都落下一大

截。”万宁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树茂说。

2021 年，六连村被确定为海南省首批

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之一，一场脱胎换骨

的改变开始了。

“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就从水渠疏浚抓

起。”万宁市委书记贺敬平说，结合村“两委”

换届和乡村振兴工作队员轮换，把“领头雁”

配强，以“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一件一件

解决村里的实际问题。

紧接着，六连村党支部书记李雪飞带领

村民引进食品公司，开始加工生产六连红跑

海鸭蛋、特色粽子等产品。

“村集体一年可收土地租金 5 万元，去

年底村集体经济收入 8 万元，摘掉了空壳村

的帽子，今年预计收入 30 万元。”李雪飞说。

村民符旭锐已在食品公司上班两个月，

月收入 3000 元。他还在家门口开起了小卖

部。六连村还建起红色革命浮雕墙，翻修了

文化活动广场，硬化绿化美化村庄道路。“村

子变得越来越美，我们也觉得光荣。”村民文

芳娜说。

眼下，村里正谋划培育红色产业、调整

种植结构。“挖掘红色革命故事，组建宣讲

团，林下种植斑斓叶、

引进香水椰等工作正

在筹备。”李雪飞说。

联系群众办实事

六连村里产业兴
本报记者 周亚军

柠檬香茅、迷迭香、罗勒，还有一碰就会

散发香气的碰碰香……走进海南省屯昌县

屯城镇加利坡村的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就

像进了香的海洋。

“过去加利坡既打不来粮食，也运不出

山货，老百姓讨生活很费劲。”在此务工的王

秀玉感慨万千。

现在，全域旅游让加利坡这个革命老区

村庄旧貌换新颜。“花开四季，全年飘香。”今

年 60 岁的王秀玉，一口气能叫出 20 多种植

物的名字，“一个月收入 3500 元，活不累，心

情好，每天都香香的！”

海南是我国芳香植物的重要产地之一，

屯昌县野生南药植物资源极其丰富，上世纪

60 年代就设有药用植物实验站。

2013 年 ，梦 幻 香

山芳香文化园在加利

坡 流 转 600 多 亩 山 坡

地，种植了约千种芳香植物，探索热带高效

农业种植、乡村休闲旅游、芳香产品研发生

产及文化体验等一二三产融合路子。

去年 10 月，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晋级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去年全年游客达 32 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上千万元。不仅加利坡

自然村 22 户人家在家门口找到了适合的工

作，还带动周边村子 80 多名村民实现稳定

就业。

“不耽误自家农活，一年下来还有三四

万元收入。”村民梁定芳 2013 年就应聘到

“香草餐厅”做服务员，现在已经是咖啡驿站

主管。

加利坡村不仅自己富了，还带动周边村

子发展。去年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投入 30
多万元，为屯城镇、南坤镇的岳寨、榕仔等 3
个村 128 户脱贫户提供种苗，种植了 150 多

亩槟榔。

推进农文旅融合

加利坡村日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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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

养护中心内，医生在为患者做检查。

袁 琛摄（人民视觉）

图②：海口市区。

图③：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的火

山石斛园，村民在管护石斛花。

李天平摄（人民视觉）

图④：海口市三十六曲溪湿地。

封 烁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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