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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万里真吾乡”

“黄州惠州儋州是东坡人生最诗意的
时刻。”中国苏轼研究会会长周裕锴说。

宋绍圣四年 （公元 1097 年） 四月，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惠州
后再遭放逐，至昌化军 （今儋州） 安
置。3年后，苏东坡获赦北归再渡琼州海
峡，暴风雨过，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
游奇绝冠平生”，吐露3年旅琼生活之慨。

文才大家在海南岛领略到什么样的
“奇绝”风景？

他看到的是“飞泉泻万仞，舞鹤双
低昂”。初到海南，“食无肉、病无药、
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穷
匮的生活没有让苏东坡枯槁，他转头望
向海南浓郁奇特的原始风光。“奇峰望黎
母，何异嵩与邙”“四州环一岛，百洞蟠
其中。”绍圣五年 （公元 1098年），东坡
在“城南污池之侧桄榔树下”筑泥屋五间，
取名桄榔庵。晨起，向阳而出，看到的是

“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归田园居，
返璞归真，苏东坡获得人生新境界。

他看到的是“丹荔破玉肤，黃柑溢
芳津”。在广东惠州，东坡“日啖荔枝三
百颗”，谁知南荒之地佳果美馔更盛。海
南夏有荔枝，秋有柑橘，吃不完的奇鲜
异果。东坡好酒，便师从当地人，学酿
椰子酒，“天教日饮俗全丝，美酒生林不
待仪”。食无肉，苏东坡和儿子苏过就地
取材，把百姓家常的薯米做成“玉糁
羹”，“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
清”，盛赞“莫将北海金齑鲙，轻比东坡
玉糁羹”。一食一饮，尽是海南味道。

他看到的是“华夷两樽合，醉笑一
欢同”。宋元符二年 （公元 1099年），立
春日，黎汉乡亲同坐一堂，与苏东坡共
贺早春。酒酣，苏东坡挥笔写下：“春牛
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一阵春风吹
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是
年冬至，邻里乡亲又与东坡同聚，其乐
融融，一时“醉笑一欢同”。民风乡情如
此，感情日笃。

在海南的日子，苏东坡尽观风物，
与民交游。也许是因为把海南作为人生
最后一站，他身体力行地完成“要使此
意留要荒”。每到一地，移风易俗，开堂
讲学，与民同乐。他将海南视为自己的
故乡：“海南万里真吾乡。”

海南儋州东坡书院是东坡讲学的地
方。居儋三年，这里书声朗朗，弦歌四
起，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学堂，走出
海南第一位举人，开启一脉文风；海口
五公祠浮栗泉边，幽幽泉水清冽甘甜，
东坡当年“指凿两泉”，一改当地人饮水
习 惯 ， 至 今 仍 被 称 为 “ 海 南 第 一 美
泉”。 “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
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
也。”苏东坡将人生思想精华留在海南。

开发保护渐成体系

四川大学教授王兆鹏的研究成果表
明，20世纪宋史研究领域，在1485名宋
史研究涉及人物中，关于苏轼的研究成
果数量独占鳌头。“苏东坡是一位有着世
界影响力的人物，东坡文化是海南优秀
历史文化当中的杰出代表和重要组成，
是海南自贸港建设重要的文化支撑，也
是建设文化强省不可或缺的文化软实
力。”中国苏轼研究会副秘书长、海南省
苏学研究会理事长李公羽说。

东坡文化的魅力，辐射海内外。美
国斯坦福大学汉学系主任艾朗诺认为，
苏东坡在海南岛三年的著作与思想很值

得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尤为重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尤其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来，海南一
手抓经济社会发展、扩大对外开放，一
手加强文化建设，先后出台 《海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规定》《关于在城乡建设中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意见》《东
坡文化资源保护及农文旅融合发展行动
计划 （2022—2026 年）》 等一系列法律
政策文件，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特
别是东坡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海南逐步建立完善东坡文化资源保
护、传承和利用机制。2018 年，海南省
苏学研究会正式成立。2022 年，海南大
学成立了海南省东坡研究传播中心。
2022 年 4 月，“保护和利用好东坡文化”
被明确写入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
2022 年以来，海南系统梳理苏东坡文化
研究成效，省人大组织全面调研苏东坡
海南历史文化遗存。

“首届中国 （海南） 东坡文化旅游大
会是近年来海南东坡文化保护和利用工
作的一次全面集中展示，也是海南省推
进建立东坡文化传承长效机制的重要举
措。”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负责
人表示。

文化旅游的靓丽名片

阳春三月，海南昌化江畔，木棉花
开，红染两岸。观景台上 ，来自海口的
宋女士一家正忙着跟“苏东坡”扮演者

合影。“赏花看景，还能听诗词朗诵表
演，别有一番意境！”宋女士高兴地说。

首届中国 （海南） 东坡文化旅游大
会期间，海南集中举行开幕式、高端论
坛、文创大赛及展览、文艺精品演出
季、东坡美食文化荟、东坡文化古迹研
学游和苏东坡诗酒文化鉴赏游园会等七
大活动，通过具有海南特色的东坡文化
体验，激发本土文化浪潮。

“原计划只有开幕式当天一场演出，
观众没看够，我们又紧急加演一场！”海
南省演艺中心负责人介绍，开幕当天，
舞台剧 《不老的东坡》 在水墨画卷中徐
徐展开，晚会打破传统形式，以“音舞
诗画”表演形式展现东坡人生故事，博
得满堂彩。近期，由琼剧、黄梅戏、粤
剧、川剧等多个剧种以及话剧、舞剧、
交响组曲等多种艺术门类组成的东坡精
品剧目在海口接连上演。

海口东坡老码头，以美食为主打的
美食文化荟“复刻”各地东坡美食，游
客在大快朵颐之余，品尝东坡当年生活
意趣。在海南省博物馆，127件东坡文创
产品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吸引众多年轻人

“打卡”；在海口三环书苑，155家出版社
出版的 600 余种三苏文化图书持续展
出，是近年来品类最多、规模最大的一
次三苏文化主题图书展览。在海南省东
坡研究传播中心，以“东坡文化的时代
价值与世界意义”为主题的东坡文化国
际高端论坛举办，国内外 200 多名专家
学者云集一堂，以东坡在琼历史文化为
起点，深挖东坡气韵、东坡精神……

“这些年，我深深感受到海南浓厚的

东坡文化气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李贵介绍，在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儋
州实验学校考察期间，他发现儋州人爱
东坡、读东坡、学东坡，不少文化人也
爱模仿东坡先生的书法写楹联，“东坡文
化已经融入海南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成
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

“东坡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海南文化旅游的靓丽
名片，发展东坡文旅产业是构建海南自
贸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海南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军表
示，海南正围绕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制
定中长期规划，高质量打造“一中心三
基地”，即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东
坡文化研究基地、产业开发基地和干部
培训基地，将与海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打
造海南自贸港的靓丽文化名片。

“深入研究、科学阐释、广泛传播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
院副院长李国强说，“我们将不断加强与
海南有关方面深化交流与合作，持续推
动海南东坡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
物局局长李群指出，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文物局将与海南省委、省政府携手同
行，切实把东坡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好、利用好、传承好，坚持以文促旅、以
旅彰文，推动东坡文化与旅游、文创、研
学产业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举办好东
坡文物精品展览、艺术展演，依托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优势，扩大中国（海
南）东坡文化旅游大会的影响力。

走进福建省古田县泮洋乡凤竹村，间间
菇棚掩映在山腰处的绿色中。走进一个银耳
大棚，仿佛置身于一座囊橐充盈的“宝库”：一
排排木架整齐排列，从上到下共有 8 层，每层
都长满了“白花花”的银耳。菇农罗丽娟正在
巡护，“要种好银耳，就得学会跟它对话。”

跟银耳怎么对话？“得细心观察银耳发出
的‘信号’。”罗丽娟笑着解释，根据银耳长
势、长相，可以判断它们是否需要通风、喷
水等管护。

食用菌产业是古田县的支柱产业，全县
70％左右的农户从事食用菌产供销活动，农
民现金收入 70%左右来自食用菌产业。尽管

历经多年发展，古田食用菌产业在质量安全
和品牌效益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罗丽娟原来种银耳，技术、管理跟不
上，产量低，品质等级不高，每斤银耳干品
只能卖到十几元，干一年也就挣点辛苦钱。
如今大不同，眼前这个大棚里长出的银耳，
一公斤干品能卖 3000 多元。“我现在培育的
可是‘金燕耳’！”罗丽娟充满自豪。

罗丽娟说，从选种育种，到培养基的研

制，从菇棚的搭建，到种植管理，每一个环
节都有严格的标准。“活儿专业得很，经过系
统培训才能胜任。”一旁指导技术的福建农业
科学院食用菌学科首席专家、康亿达银耳产
业研究院院长林衍佺补充道。

康亿达银耳产业研究院，是由福建古田
康亿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福建省农科院共
同打造的农业科技创新与技术服务平台。如
今，罗丽娟免费从康亿达公司那里拿菌种与

养料包，在专业技术指导下培育，待银耳收
获后按照约定价格卖给企业，“跟以前比，风
险小了，价格高了。”

培育过程则愈发精细。罗丽娟告诉记
者，银耳的整个生长周期在60天左右，22到
25摄氏度之间的温度最适宜，气温一高，就
得经常进行喷水作业。培养基加入了茶油籽
壳、茯苓、莲子粉、桑葚枝等多种配料，同
传统方法比，种出来的银耳口感更软糯绵

滑，营养价值更高。“以前追求产量，现在更
追求品质。”罗丽娟说。

菇棚建在荒山野岭间，病虫害常令菇农
头疼。过去只能多打药，现在公司请来福建
省农科院的专家，专门研发了新办法——给
菇棚盖上不影响通风的纱帐，同时采用菇农
高频巡视等方法，防虫驱虫，效果不错。罗
丽娟粗略统计，菇棚里 4 万株银耳，全程不
打农药，虫害率还不到 5‰。如今，这一办
法在古田全县得到推广。

古田县委书记张成慧告诉记者，去年全
县食用菌全产业链产值近 235 亿元，古田将
锚定打造世界一流现代食用菌产业高地的战
略目标，按照“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
信息化、企业化”的要求，不断推进食用菌
产业转型升级，为富民强县做出更大贡献。

福建省古田县推进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

小银耳 大作为
本报记者 颜 珂

福建省古田县推进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

小银耳 大作为
本报记者 颜 珂

海南：挖掘东坡文化 擦亮文旅品牌
本报记者 赵 鹏 人民网记者 王 硕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2 月 18

日，首届中国（海南）东坡文化旅游大会在海

口开幕。高端论坛上思想争鸣，三苏图书联展

琳琅满目，东坡美食街佳肴荟萃，话剧舞台上

故事跌宕，东坡书院游人如织……在和煦的春

光里，海南掀起“东坡文化”热潮。

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我感到无比
荣耀，也深感责任在肩。从北京回来
后，我第一时间进警营、上渔船、进工
地、入校园，分享此次参会的体会和学
习感悟。我更加坚定理想信念，扎根基
层，以新时代“枫桥经验”，忠诚践行执
法为民的理念。

2009 年底，我从海南儋州边防支队
被选调到了原海口红岛边防派出所任社
区干事。我问当时的老所长，派出所辖
区在白沙门，为何取名“红岛”？所长郑
重讲了“红岛”由来：1950 年，这里曾打响
了解放海南渡海作战的第一枪，百余名解
放军战士英勇献身长眠于此，这些英雄们
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这个小岛。如今，我成为红岛海岸派
出所所长，是“红岛精神”激励着我前行不怠。

作为一名基层成长起来的人民警察，我深知基层工
作的不易。相比革命烈士惊天动地的壮举，基层派出所
的工作更多的是默默付出和坚守。近年来，我们所坚持
举办祭奠先烈、重温党史活动，以先烈革命精神激发组
织战斗力，以党建活动增强组织凝聚力，营造崇尚荣
誉、履行使命的工作氛围，逐步形成“以党建带队建、
以党务促警务、以党建激活力”的工作局面。

在我们所，我和教导员分别担任辖区两个街道的党
工委委员，12 名党员社区民警兼任 6 个社区党支部副书
记和综合治理机构副主任，社区警务与基层党建工作同
开展、两促进，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
效能。我们与辖区沿海岸线12家企事业单位党支部进行
结对共建、优势互补，设立海上流动党支部，同上党
课、同评党员，将党建从陆地延升到海洋。我们还组建
了“小区党支部+社区民警+业委会+物业+N”的住宅小
区“议事堂”，警民共商小区烦心事，化解基层矛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
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民生无小事，对于基层警务工作尤甚。近年
来，我们所深入推进基层社区治理改革创新，推行“一
室两队”警务工作改革，统筹专业化水平高的民警组建
综合指挥室，打造派出所智慧警务的“最强大脑”，同时
组建社区服务队和执法办案队。通过反复实战，我们总
结出一套“现勘+图侦+大数据”的小案快侦手段，真正
做到了“快速破小案，服务大民生”。

为了真正实现让“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
转”的目标，我们深入推行“1+2+N”社区工作新模
式，将18名警力放在社区岗位上，挑选善于沟通、乐于
沟通的民警任社区民警。经过警务机制的改革，我们的
社区民警由“下社区”变为“在社区”“融社区”，实实
在在地帮助老百姓解决了很多问题，筑牢了社区治安的
第一道防线。

使命在前，责任在肩。未来的工作中，我将和同事
们一道，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推动警务工作与社
会治理深度融合，探索走出
一条“党建中心引领、海陆
一体守护”的社会综合治理
新路子。

（作者刘智为党的二十大
代表、海南省公安厅海岸警
察总队第一支队红岛海岸派
出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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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开放越要繁荣文化建设
王 硕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优秀的传统文化凝
聚人心，为社会长足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当下海南自贸
港建设正稳步推进，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社会发展日新月
异，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不断提高，更需要坚定文化自信、
繁荣文化建设。

近年来，海南把以东坡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源头活水”，发掘了一
批文物、聚集了一批学者、搭建了一系列平台，以制度和政
策保证，有效激活了一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同时推动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推出如东坡书院、苏公祠、东坡文化研学
游等文化产品和服务，为海南旅游注入强劲的文化内涵，为
优质的文化和旅游产品品牌打造提供发展路径。

▼话剧《苏东坡》在海口湾演艺中心上演。
杨 鹤摄 （人民视觉）

▼▼话剧话剧《《苏东坡苏东坡》》在海口湾演艺中心上演在海口湾演艺中心上演。。
杨杨 鹤鹤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琼海市阳江镇农民在制作东坡笠琼海市阳江镇农民在制作东坡笠。。
蒙钟德蒙钟德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游客在儋州东坡书院游玩游客在儋州东坡书院游玩。。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郭郭 程程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