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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飞驰的列车里，看着窗外的景
色，蓝天白云、椰风海韵映入我们的脑
海。在碧蓝的海水烘托下，飞驰的动车组
显得越发优雅，风光旖旎的滨海景色美不
胜收。”这是人们乘坐海南环岛高铁的真切
感受。

在南海之滨，聆听大自然的浅唱，感
受遨游天地的奔放。到海南来，坐着高铁
去看海，让大海与动车来一场美丽的邂逅。

海南岛上的“珍珠链”

国境之南的海南岛是大自然留给我们
探寻海洋秘境的绝佳场所。海南岛是许多
人向往的旅游目的地。2015年，海南环岛
高铁建成，653 公里的高铁将沿线 12 个市
县串联成一条美轮美奂的“珍珠链”。海南
环岛高铁为观海的朋友提供了绝美路线，
高铁距离海岸线最近处仅300米。

海口，与内陆隔琼州海峡相对，沿着
海岸线，有海滩和丛林，景致极美。沿着
滨海大道一路前行，路过西秀海滩、假日
海滩、观景台、五源河湿地公园，总能看
见不少游人躺在婆娑的椰林下，吹着习习
海风，静看潮起潮落，捧着一本书感受惬
意时光。海口是环岛高铁的起点也是终
点，登上东线高铁一路向南，大约只需30
分钟便可到文昌。

文昌，被称为“中国第四座航天城”，
是海南著名的侨乡，也是全岛海岸线最长
的城市。碧蓝的大海总是和翠绿的椰树联
系在一起，文昌椰树种植面积占海南全省
的 50%以上。椰树的叶子悠闲地随风摇曳
在阳光里，此时捧上一个清甜爽口的椰子
开怀畅饮，惬意无比。

从文昌乘高铁约20分钟，便可到达博
鳌。在博鳌，走进“博鳌亚洲论坛”永久
会址感受世界的脉动，走进博鳌乐城国际
旅游先行区领略最前沿的医学科技，还可
到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品读南海历史。

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有潭门港的海鲜。
若是那傍晚时分，满载海鲜的渔船缓缓靠
岸，游客们可尽情挑选海鲜到岸上的餐馆
加工。夕阳西下，海风拂面，伴着港口那
嗒嗒作响的铃铛声，邀上三五好友品尝一
桌丰盛地道的海鲜大餐，一天的疲惫很快
就会烟消云散。

到三亚看海，一定要去亚龙湾。在亚
龙湾站下车，窝在这一湾月牙中享受南国
风情。这片绵延 7 公里的银色沙滩，被誉
为“东方夏威夷”。沙滩白浪，云朵簇拥，
这里非常适合静静地漫步。如果喜欢惊险
刺激的海上项目，在三亚也能一次玩过瘾。

一条环线，两种风情。与东线繁华城
市和大海交相辉映不同的是，西线不加雕
饰的海滨风情，更有海岛的原汁原味。澄
迈红树林生态公园、儋州光村银滩、昌江
木棉和棋子湾、东方大田坡鹿景区……苏
东坡感叹的“兹游奇绝冠平生”美景，如
今与高铁风光融为一体。

到棋子湾去，与大自然去下盘棋。从
棋子湾站乘车前往棋子湾滨海度假区仅需

15分钟。棋子湾，海岸奇峰林立，怪石嶙
峋多姿，是难得的天然浴场，更是日光浴
和沙浴的理想之地。在这里，银色的沙滩
与湛蓝的大海连成一片。踩在软软的白沙
上，牵着心上人的手儿，追着浪花一朵
朵，心情更加愉悦。

从棋子湾站到达白马井站大约需要20
分钟。白马井是儋州北部的一个海滨小
镇，是一个非常适合摄影创作的地方。清
晨的海滩，水天颜色还未分明，当地渔民
早已出海。海面渔港日落时，不妨爬上渔
民村的特色民房，欣赏原始的海岛风光的
同时，与渔民共同感受满载归港的喜悦。

海南岛上的“幸福环”

起点即终点。在这里，既开行“海口
东—海口东”动车，也开行“三亚—三
亚”动车，这种高铁“零位移”全球独
享。旅客不用下车便可一览海南环岛风光。

速度改变生活。环绕于海南岛上的高
铁“幸福环”，与全岛“田”字形高速公
路、港口、机场等互联互通形成“环岛 3
小时经济圈”。这是构建海南立体交通体系
的大手笔，彻底改变了海南的交通格局。
环岛高铁实现“极速达、当日返”，还将海
口美兰、三亚凤凰两个国际机场串联在一
起，实现空铁无缝对接，给人们带来极大
的交通便利，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

一条银龙，环绕东西，贯通南北。乘
坐环岛高铁疾驰，穿隧道，过田野，跨大
桥，美景从车窗掠过，窗外的花花草草、
风土人情都在眼里。

环岛高铁站点的布设以方便旅客乘降
为原则，站点设置尽可能布设在人口集聚
区、毗邻旅游景点或发展规划区。如老城
镇站设置舍弃了原高速公路南侧方案，选

择了更靠近老城开发区、方便人们出行的
高速公路北侧方案，就是为了方便乘客
乘车。

海南环岛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
速铁路网包 （银） 海通道的南端部分，其
东段于2007年9月29日开工建设，于2010
年 12 月 30 日开通运营；其西段于 2010 年
12月30日开工建设，于2015年12月30日
开通运营，并与东段连通，形成全世界首
条环岛高铁。

海南岛上的“经济圈”

环岛高铁网推动了海南旅游经济发展
转型升级，奔驰的列车沿着海岸线驰骋，
仿佛在与浪花竞速，跑出海岛旅游发展的

“加速度”。
今天坐着海南环岛高铁，看的不仅是

热带滨海美景，更是海南经济腾飞以及社
会治理的政通人和。

海南环岛高铁打造出“全岛大景区”，
使海南旅游“东热西冷、三亚热别处冷”
的格局迅速转变。过去，位于海南西部东
方市的鱼鳞洲属于基本只有本地人去的景
点，俄贤岭更是鲜有人前往。澄迈的乡村
美景、临高的沿海渔港、乐东的陡峭林峰
等原来也都少有游客问津。如今，交通设
施完善了，人气旺了，这些以前不知名的
景点也旺起来了，旺季时外省游客甚至超
过了本地居民。

海南西部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但以
前面临着各个旅游景点布局较为分散，汽
车交通时间过长等问题，未能形成有机统
一的旅游线路。环岛高铁开通后，海南西
部 6 个市县实现“一小时通”，滨海观光、
休闲农业、文旅会展等成为了西部地区旅
游经济新的增长极。

海南环岛高铁覆盖全省 87％的人口，
沿线居民在享受到高铁便利的同时，也纷
纷做起了车站周边的生意。

距琼海站 800 米左右，有一家潭门港
海鲜大排档，生意十分红火。“这里的海鲜
既美味又实惠，我经常和朋友们坐动车过
来吃，特别方便，就像坐公交车一样。”顾
客王恺说。他买了 200 元的海鲜打包，准
备乘坐动车赶回海口。

这个海鲜大排档雇用了20多名当地服
务员。他们原来都在田间地头打转，现在
每月有了固定收入，日子越过越好。

海南中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前在
三亚和海口都安排专人接送游客。海南环
岛高铁开通后，该公司减少了在两地接送
游客的工作人员，节省了大量成本。

随着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进一步放宽，
位于海棠湾的三亚国际免税城已经成为到
三亚旅游必去的打卡地。该免税城是全球
最大的单体免税店，汇聚了全球近 300 个
品牌。今年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喜人，吸
引了大量跨境消费回流。

这几年，三亚还在布局科技含量满满
的新产业。南繁科技城、深海科技城即将
落户在三亚的崖州湾科技城内。

离白马井站不到10分钟车程的地方就
是儋州洋浦经济开发区。作为海南自由贸
易港11个重点园区之一，该区承担了海南
自贸港“先行先试”的重任，将按西部陆
海新通道航运枢纽、先进制造业基地、大宗
商品集散交易基地、国际贸易创新示范区等
定位，不断为全岛自贸港建设积累经验。

业内专家表示，海南环岛高铁的通车
运营，不仅为东南亚乃至全球海岛高铁建
设运营提供了样板，更为全球沿海地区高
铁撬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示范。

上图：海南环岛高铁飞驰在大海边。
蔡 晶摄

坐着高铁去看海
曾 勇 何 芸

成都是一个多柳的城市。流经成都城区的
锦江分为府河和南河，它们将内城环抱，形成
著名的“两江抱城”格局。在府河和南河沿岸
的多个河段有不少柳树，或与其他树木间植，
或成片绵延数百米，成为诗情画意的景观。

锦江看柳，是成都人日常休闲的一大逸
致。最近几年，我早上都要特意绕道，沿着府
河走路上班。在猛追湾一带，沿河长达数百米
的柳树带总是让我心旷神怡。

这里的柳树婀娜多姿，郁郁葱葱。在这成
片的柳树中，有些柳枝垂向河里，似乎想沐浴
从遥远的岷山奔涌而来的清流，更多的柳枝则
是努力向下亲近行道，游人穿行其中，有的低
头通过，有的则昂首挺胸，任由柔嫩的柳枝末
梢轻轻地在脸庞上滑过，感受那如发丝拂面般
的温情。

看柳最好的时机是在细雨朦胧时。柔和的
细雨，与柔顺的柳树搭配得可谓天造地设。河
面上，远看泛起一层似云似雾的薄纱，薄纱氤
氲着柳枝，使得柳树更显碧绿。不用打伞，行
走在柳下，雨珠顺着柳枝滴答落下，沾在身
上，隐约能闻到一股清新的气味。

在我看来，这些柳树更像是一群婀娜多姿
的仙女，在清风中飘扬着满头丝滑柔顺的绿
发，静静地坐在府河岸边，不知是在沉思，还
是在等待。更有深意的是，在柳树的身后，是
一排挺拔直立的银杏树。一刚一柔，好像一群
雄姿英发的汉子守护着一群柔媚百生的女子。

在浣花溪，无论是溪畔还是公园，处处可
见依依垂柳，苍翠欲滴。1200多年前，寓居浣
花溪畔的杜甫，其构筑的草堂周围想必也是柳
树成荫，不然怎么会随口吟出“两个黄鹂鸣翠
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千古名句呢？除了河
边、溪畔，但凡有水的地方，也是随处可见
柳树。

成都与柳树的渊源极其深厚。据现有的史
料证实，柳树是中国的原生树种，栽培历史有
4000多年，最早可追溯到古蜀鱼凫氏的“封树
定界”。鱼凫与蚕丛、柏濩并称为古蜀“三代蜀
王”，是古蜀先民族群之一，建都在今成都温江
区万春镇、柳城街道一带。那时，没有修筑城
墙的概念，但城池总得有一个范围限定，用什
么来标志疆界呢？

成都平原当时生长有大量的柳树。柳树生
命力强大，柳枝下垂，柳叶细长，随风摇摆，
很是好看，而且又容易栽种成活。所以，鱼凫
王下令，在疆界广植柳树，作为“城墙”。如果
时光能够穿越，回到鱼凫古城，你会看到成排
柳树迎风摆舞的壮丽景观。鱼凫亡国后，鱼凫
城的柳树并没有跟着消失，每年依然万柳迎
春，因此得雅号“柳城”。直到现在，温江的别
称是柳城，境内有多个与“柳”有关的地名、
遗迹等。

柳树生长快，容易存活，20世纪八九十年
代被广泛运用于成都的市政绿化中，城区栽种
了大量的柳树。每年4月中旬左右，成都的大街
小巷都会漫天飞舞着一片片的柳絮，落在行人
的身上，掉在花木草丛中。尤其是在有风时，
更是卷起白茫茫一片，犹如冬天雪花飘零。这
对冬天少雪的成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道另类
的景观。

柳树，不仅是成都的一大景致，更是深入
这座城市的骨髓，浸润着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
人。成都女子的身姿，男人的温情，语言的软
糯，性格的柔和，都有着柳一般的特性。所
以，锦江看柳，在欣赏这大自然赠送的独有风
景外，更多的是发现成都这座城市的人文底蕴。

锦江看柳
黄 勇

冬日，走进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龙
尾巴村，特色民宿交相掩映，自驾游客络绎
不绝。刚迎接一批客人的民宿主人李平开心
地告诉笔者：“这几年，龙尾巴村的知名度越
来越大，民宿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近年来，随着张家界旅游业的快速发
展，民宿旅游已成为张家界一张靓丽名片。
但在民宿经济火爆的背后，如何推动民宿旅
游服务品质规范提升？张家界市委组织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市在民宿旅游行业开展创

“ 三 优 （优 良 形 象 、 优 质 服 务 、 优 秀 业
绩）”活动，引导以小民宿带动大产业，激
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张家界通过成立民宿联合党支部、党小

组，研究制订民宿行业管理办法，推动民宿
规范发展，在资源共享、市场共拓、服务共
推、品牌共塑方面共同发力，为民宿经营户
做好发展规划，理清发展思路，让村民学好

“本领”，走好“路子”，吃上“旅游饭”。
此外，张家界还吸引一批有情怀的投资

者投身民宿产业，形成特色品牌，打造出
“五号山谷”“梓山漫居”“镜立方山居”“水
木潇湘”等一大批颇具特色的民宿品牌。目
前，张家界民宿达 1500 多家，自 2019 年以
来共接待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 800 多
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2.1亿元。

上图：张家界水木潇湘民宿客栈。
唐彩英摄

湖南张家界

小民宿带动大产业
田育才 聂和俊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
诗人余光中2010 年游览浙江省
温州市洞头区后，送给洞头的八
字墨宝，成了“百岛之县”——
洞头的旅游宣传语。

10 余年来，洞头“一张蓝
图绘到底”，发扬红色“海霞精
神”，做强蓝色经济，发展绿色
生态，逐渐把洞头建设成为名
副其实的海上花园。2006 年，
温州 （洞头） 半岛工程建成通
车，一举实现了海岛人民陆岛
相连的千年梦想；2015 年洞头
撤县设区，实现了海岛变城
区、渔民变市民的华丽转变。

洞 头 拥 有 独 特 的 海 防 文
化。成立于1960 年的洞头先锋
女子民兵连自建连以来，兴武
惠民，在建设国防、守卫海
疆、服务社会中作出重要贡
献，铸就了“爱岛尚武，励志
奉献”的海霞精神。如今，这
支女子民兵连的平均年龄不到
25 岁，她们以朴素的话语与自
身经历讲述着她们所理解的

“海霞精神”。洞头女子民兵连
也成为当地一处靓丽的红色旅
游风光，吸引着全国游客纷至
沓来。

除了红色，洞头还有蓝色
吸引力。

洞头是中国 14 个海岛区
（县） 之一。这片海，天越晴，
蓝色愈显，随手一拍，就是一
幅绝佳的蓝天蓝海的风景照。

从 2016 年开始，洞头启动
实施蓝色海湾整治项目，生态
环 境 发 生 巨 变 ，“ 黄 沙 变 黄
金”，同时带动老百姓就业致

富，做强海洋经济，拉动高质量
发展新引擎。海岛与这片大海
和谐相处，牧海耕田的海岛人民
找到了奔向共同富裕的新路径。

洞头著名景点之一的“花
园村庄”东岙村海滩之前是一
片泥泞，既阻碍了交通也不美
观，居住在这里的大多数居民
是一些靠海打鱼的渔民。作为
试点，率先修复的“花园村
庄”东岙村的村民们，或将自
己的房屋出租给酒店管理方，
或自己创业将房屋改造成民宿

或咖啡馆等。随着旅游业的崛
起，“花园村庄”东岙村的村民
们实现了渔业转产与职业转
型，同时，洞头区政府还打造

“海宿”品牌，拓宽老百姓的收
入渠道，鼓了钱袋子。

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外，
洞头还打造国家级海洋经济发
展示范区、特色“两菜一鱼”
产业、创成国家级渔业健康养
殖示范区；做深海洋新兴产
业，突出依海型、依港型、依
湾型产业大项目导向，重点关

注绿色低碳转型，大抓项目，
抓大项目。

“蓝色经济”的实现离不开
绿色生态的支持。走在街头，
随处可见绿树成荫。和洞头人
随意聊天，如果问他们会用什
么颜色形容洞头的话，一定会
被提到的颜色是“绿色”。

洞 头 人 民 环 保 意 识 非 常
强。早在2003 年，洞头有些人
家就已经开始实行垃圾分类。
在参观洞头“花园村庄”时会
发现一个“文明红黑榜”，这个
榜单会将村民们的一些不文
明、不环保的行为展示出来，
同时将一些值得宣扬和表扬的
行为展示出来。

“零碳岛”“零污染村”等
一个个计划正加紧推进，在

“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洞头探
索了一条人海共生、陆海统筹
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打造全民
参与、全民共享的“无废”城
市样板，推动美丽人居环境不
断提升。近年来，当地通过政
策先行、全民参与，先后荣获
国家级生态县、全国第二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省级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等荣誉称号。

左图：洞 头 区 海 霞 村 美
景。 孙新尖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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