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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东倾沟乡
阿尼玛卿山脚下，流传着一个“麻袋干部”薛
恒嘉的故事。薛恒嘉是一名“江苏来客”，退
休前任果洛藏族自治州科委副主任。上世纪60
年代，大学毕业后的薛恒嘉选择到果洛州从事
草原科技工作，深扎雪域高原近半个世纪。

西进果洛

“果洛在哪里？”“条件怎么样？”“要走多
久才能到？”1962 年，江苏省泰兴市张桥镇，
父母的几个问题，让薛恒嘉一时语塞。父母想
不通，苏北农学院毕业的儿子，为什么要放弃
去北京工作的机会。

“我学的专业，到果洛能发
挥更大价值。”薛恒嘉一边宽慰
父母，一边收拾行囊准备踏上前
往青海的旅途。

火车一路向西，绿色渐无。
头晕、呕吐、流鼻血，高原缺氧
的折磨，并没有吓倒薛恒嘉。

“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大干苦
干一场，奉献毕生力量！”带着信念，薛恒嘉
克服重重困难，到达果洛州。

当时的果洛州，草原正经受鼠害和病虫害
困扰，牧民不懂科学放牧，草场没有得到有效
保护，千疮百孔的草原上到处是裸露的“黑土
滩”，老乡们称之为“沙纳赫塘”。“草原一旦
没有了草，老乡们的日子怎样过？一定要治理
好‘沙纳赫塘’。”薛恒嘉下定决心。

高原种草

顾不上身体的各种不适，薛恒嘉挨家挨户
走访牧民。但是，牧民总对着他笑，完全听不
懂他说的话。薛恒嘉明白，要想在果洛开展工
作，首先要过语言关。

经过一年的勤学苦练，到了第二年，草原

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干部：面庞白净，马上驮着
麻袋，走到哪里都能用熟练的藏语跟老乡交
流，并与他们一同劳动。到晚上，他借宿老乡
帐篷中，从麻袋里取出被褥。时间久了，薛恒
嘉被老乡们称为“麻袋干部”。

这一年，薛恒嘉驮着麻袋到东倾沟乡蹲
点，尝试着寻找解决黑土滩的办法。当时草原
上鼠害严重，老鼠啃食草叶、草籽，地下蛛网
般的鼠洞又切断了草根，使牧草大片死亡。

薛恒嘉划定了 680 亩草场作为试验地，发
动老乡种草。在高海拔地方种草，难度远远超
出薛恒嘉的预想。平整好土地后，每隔 5厘米

种一个草籽，草籽不能直接撒在地表上，而是
要插到地里面，一蹲一起，特别耗费体力。起
初，他一个人早出晚归，独自撒草籽儿，紫外
线把他的手臂晒得变了色、褪了皮，薛恒嘉没
有退缩。

一个月后，牧民们被薛恒嘉的坚持打动，
也加入种草行列中。就这样，青海高原上第一
片人工种植的牧草诞生了。品种纯洁、枝高叶
肥的牧草让牧民惊叹不已。于是，草越种越
多，面积由几十亩扩大到几千亩，从一个乡扩
大到全州。

情系学子

薛恒嘉不仅种出一片美丽的草原，还在当
地捐资助学。

1981年，玛沁县民族中学建成。看着简陋
的教学设施，薛恒嘉拿出全部积蓄1000多元捐
给学校。当时，薛恒嘉每月的工资只有几十
元。可以说，为了孩子们，他把自己的家底掏
空了。

“只有教育上去了，大家才会懂得科学放
牧，才有办法护好草原。”薛恒嘉鼓励牧民送
子女上学。班玛才让是东倾沟乡草业种植和草
原建设专题班的第一批学生，在薛恒嘉的鼓励
和支持下考上了大学，后来成为一名医生。

1986年冬天，妻子第一次到果洛探亲，眼
前的情景实在令她心疼不已：房子里只有一张

板子床、一床被子以及一个装满
牛粪的炉子……这是薛恒嘉所有
家当。

余热生辉

1994 年，薛恒嘉退休，但他
没有离开果洛。他要撰写 《果
洛藏族自治州科学技术志》，留
在果洛写作，可以及时补充新

资料、随时开展试验。
这一写又是 12年。《果洛藏族自治州科学

技术志》 全书 50 余万字，薛恒嘉以翔实的资
料，记录了果洛州科学技术的历史和现状。
而且，薛恒嘉将稿费无偿捐赠给玛沁县藏文
中学。

其实，薛恒嘉家庭并不富裕，妻子没有固
定工作，长年患病，一家人日子过得紧紧巴
巴。写完科技志回到江苏后，他依然省吃俭
用，每年都资助果洛州贫困学生。

老党员薛恒嘉今年已91岁，他不时地接到
果洛乡亲们的问候电话，亲切又熟悉的藏语总
是让他的思绪飞到千里之外。“这辈子，我做
了最想做的事。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死后将
骨灰撒在阿尼玛卿雪山脚下的草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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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古树名木故事
本报记者 严 冰

更多玩法

公路与海岸绵延并行，30 多台白色巨
型风车随风缓缓转动。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文昌木兰湾段，浙江游客邢霞飞与朋友们漫
步海边，手中相机的快门声不断：“这里的
景色太美了，拍出的照片很有‘文艺范’！”

“来环岛旅游公路，这几个驿站一定要
打卡！能赏美景还能体验本地特色。”在环
岛公路自驾了几天，邢霞飞在社交平台上发
布了此次游玩的体验，收到不少网友的点赞
和评论。她说，尽管时间有限，只能简单看
看，但已经感受到了这条公路带来的惊喜。

现在，各种版本的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游
玩攻略在网上流传。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在
路上”度假。

在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莺歌
踏浪”驿站的露营地，游客们成群结伴，有
的在领略“莺歌海老盐制晒技艺”，有的在
欣赏盐田“天空之境”美景。“驿站名字充
满诗意，这里融入了当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
特色，本身就是一个景点！”来自北京的游
客于先生说。

“‘莺歌踏浪’驿站以‘日出尖峰、日
落银山’为主题，以盐文化、黎文化、渔文
化游览体验为亮点，让游客既可以充分享受
自然美景和当地黎族特色风情，也能深度感
受‘莺歌海老盐制晒技艺’非遗传承项目的
魅力。”“莺歌踏浪”驿站策划经理高淼说。

环岛旅游公路开通后，高淼明显感到客
流量的增长：“元旦假期第一天就忙碌不
停。我们举办了茶饮免费喝、船型屋客房免
费试住等活动，希望给经停的自驾游客留下
美好回忆。”

与莺歌踏浪驿站同批亮相的另外两处驿
站也同样火热。在海南省儋州市，“儋耳追
光”驿站元旦假期迎来客流小高峰，游客不
仅能在这里住宿、用餐，还能参与捡鸭蛋、
挖沙虫、喂花螺、织渔网等趣味活动；“火
山海岸”驿站以“火山”为主题，串联起周
边的火山海岸地质公园、红树石趣、龙门激
浪、情人湾等观景平台，吸引众多游客参观
体验。

“我们将持续完善驿站服务业态，通过
‘在地、在线、在途’新模式，为旅客带来
轻松出行、舒适快捷的旅游体验。”海南省
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兴海说。

除了打卡特色公路驿站之外，环岛旅游
公路骑行、房车露营等也成为时下流行的玩
法。在环岛旅游公路儋州段，60 多名机车
骑手沿着公路自在骑行，沐浴阳光海风，感
受城市魅力；在昌江海尾段，游客们三五成
群，在海岸边支起天幕，户外露营，十分惬
意……“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为游客提供了极
具开放性、参与性的体验，是海南旅游的创
新之举，为海南旅游打开了一扇高质量发展

之门。”海南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陈耀说。
1月10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位油画

家从海南省海口市出发，开启8天的海南环
岛旅游公路采风创作之旅。他们在8天时间
里乘坐房车完成了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写生之
旅，深入7个写生点创作，涵盖木兰湾、山
钦湾、槟榔谷、“儋耳追光”驿站、“莺歌踏
浪”驿站、“火山海岸”驿站以及农家庄园
等地。“一路走来，处处皆是风景，各有不
同，均可入画。”山东艺术学院原院长王力
克感慨。

一条公路，万种风情。为了让游客更好
体验旅游公路魅力，海南还推出了《海南环
岛旅游公路自驾指南 （1.0 版）》 和“十大
精彩游程”线路产品，为游客提供更多海岛
人文、运动亲海、自然探索等主题玩法。

更大机遇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不仅带来了美景，也

带来了新的机遇。数据显示，最近，海南自
驾游热度攀升，三亚、海口位列全国元旦自
驾旅游城市热门榜前三，两地租车订单环比
增长50%以上，近九成订单来自外地游客。

在环岛旅游公路沿线的万宁石梅湾，游
人欣赏海滩自然风光，体验冲浪等运动项
目；在三亚太阳湾路段，许多喜结连理的新
人开心地拍着婚纱照；在“火山海岸”驿
站，90 后小伙王斐开起了奶茶店……一条
公路正催生出多种业态。

“驿站开通后，我们从周边村镇招聘了
30多名员工。”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鬲永奇介绍，“儋耳追光”驿站开
通后，解决了当地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公
司还因地制宜搭建起助农机制，在驿站设立
农产品销售展示区，助力儋州特产和农副产
品销售，帮助村民增产增收。

新气象不止于特色驿站周边，环岛旅游
公路开通正给沿线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带来新
变化。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临高段主线起于新盈

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终点是澄迈县道套村
西南，总长约 58 公里，沿线连接多个旅游
景点、特色产业小镇和美丽乡村。此前，一
些村庄紧靠大海，村民以近海捕捞为业，因
交通不便，即便毗邻知名景区，游客也不曾
知晓。

如今，环岛旅游公路成了致富路，许多
游客被村庄的渔家风情吸引。“捕上来的鱼
不愁销路，许多游客在现场等着买海鲜！”
临高县临城镇昌拱村党支部书记王若羽介
绍，“目前村里积极向休闲文旅产业靠拢，
已有 20 多户村民有意愿参与民宿开发，不
少村民正在新建房屋，准备开展民宿、餐饮
业务。此外，村里还将开展研学项目。”

环岛旅游公路成了创业路。临高县和新
村创业青年陈茂生经营的“且听风吟”民宿
位于旅游公路旁，位置好、景色美，春节期
间的房间已经被预订一空。“环岛旅游公路
盘活了整个海南西线的旅游资源，现在我们
民宿的生意更上一层楼！”谈及民宿未来的
发展，陈茂生充满信心。

环岛旅游公路成了归家路。在海口打工
的王金霞是临高县东英镇扶提西村村民，她
所在的村子是远近闻名的大蒜种植村。环岛
旅游公路通车后，一家外地企业因看好该村
靠近旅游公路的优势，在此投资打造了“浪
花小筑扶提船歌”项目。王金霞回到了村
里，找了一份美食广场店面主管的新工作，
和村民们一道，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未来，我们将不断丰富滨海国际慢城
旅游元素，促进渔业转型升级和渔民转产转
业，打造独具特色的临高公路旅游，带动沿
线群众增收致富。”临高县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局局长王开博说。

当前，海南正积极谋划以环岛旅游公路
引流，做好公路沿线现有旅游产品和资源的
串联，依托公路沿线灯塔、特色渔村、海滩
等，重点打造公路出彩路段。

更加完善

“没想到环岛公路开通不久，基础设施
配备这么齐全。”在澄迈县桥头镇红坎岭停
车区，游客黄先生体验了环岛旅游公路首个
全液冷超充电站。他一边打开汽车充电口，
一边用手机登录“海南充电”微信小程序，
扫码、取枪，不一会儿就给车子充上了电。

路途赏美景，完善的公共服务配套必不
可少。“环岛旅游公路全线规划观景台、停
车区共 70处，目前 45处观景台已全部对游
客开放，21处停车区已投入使用，剩余4处
停车区也在加快建设。”海南省交通运输厅
总工程师黄澎介绍，每个观景台都对应在路
侧设置了小型停车带，可供游客临时停车，
部分停车区还设有充电车位，可为新能源汽
车进行补给。

“目前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还是环岛旅
游公路比较初级的 1.0版本，今后我们将持
续提升更新。”黄澎介绍，下一步，海南将
优化路网协调、加强养护管理、完善安全应
急保障、加强信息智慧联动与资源开发联
动，深度推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精装修”。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以近海为特色，良好
的海洋环境同样至关重要。

“近年来海南加强美丽海湾保护与建
设，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3 年
海南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优。”海南省生态
环境厅副厅长邸伟杰说，为更好保护美丽海
湾，海南已统筹开展入海排污口核查整治、
海水养殖污染防治等工作，将全省 1985 个
入海排污口纳入监管清单，督促沿海市县开
展排查整治。同时实施强制性地方标准《水
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进一步规范水产养
殖尾水排放及环境监管。

为将环岛旅游公路的价值最大化，2023
年12月25日，《海南省旅游公路管理暂行办
法》正式出台，系统指导和规范旅游公路发
展。海南还将编制 《环岛旅游公路 2.0版产
业开发规划》《康养旅游产业发展规划》《环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带旅游产品体系规
划》等引领旅游业发展的规划。

1月17日，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向全球发布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LOGO

（标识） ——“南海之珠”。LOGO 造型
中，海浪与公路的组合形似一顶皇冠，也似
美丽的花环，翻腾的浪花好似托起一颗珍
珠。“我们希望通过品牌标识提升海南环岛
旅游公路对外形象认知感和辨识度。”海南
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海南将开展

“一路贯通发现精彩”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1.0版） 宣传推广，举办“发现精彩四季不
同”环岛旅游公路主题大赛等活动，努力将
环岛旅游公路及沿海景点、驿站“品牌
化”，把更多游客吸引到环岛旅游公路这条

“珍珠项链”上，努力打造海南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的“金字招牌”。

“麻袋干部”薛恒嘉
本报记者 王 梅

“麻袋干部”薛恒嘉
本报记者 王 梅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在其 2024 年
第一季度例行发布会上透露，将进一步
深化古树名木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阐
释，总结归纳古树名木蕴含的宝贵精
神，推广宣传“黄帝手植柏”“红军树”

“塞罕坝功勋树”等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代
表性古树名木，赋予古树名木新的时代
内涵，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绿色
滋养。通过举办宣传周、推出纪录片、出
版画册等多种形式，讲好古树名木故事，
把古树名木保护好。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
景观资源和生态资源，承载着中华文明
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寄托着广大人
民群众的乡愁情思，延续着优质的生物
基因，被誉为“绿色的国宝”“有生命的
文物”。保护古树名木资源，就是保护我
们的悠久历史文化。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司副司长刘
丽莉介绍，国家林草局等单位汇聚各方
力量，推动古树名木保护工作取得新成
效。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
显示，我国普查范围内现有古树名木共
计508.19万株，包括散生122.13万株和群
状 386.06 万株。初步建成全国古树名木
保护管理一张图、一套数、一个平台，
实现了动态、精准管理。组织开展“双
百”古树推选宣传活动，在全国范围内
推选出黄帝手植柏、黄山迎客松、北京
潭柘寺帝王树等100株最美古树和蜀道翠

云廊古柏群、林芝巨柏古树群、利川古
水杉群等100个最美古树群，系统展示这
些珍贵的自然文化双遗产，社会反响热
烈。打造了一批网红古树名木，公众保护
意识明显增强，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
保护古树名木蔚然成风。下一步将完善

“全国古树名木智慧管理系统”，确保每
一株古树名木都“落到图上”“责任到人”。

刘丽莉介绍了几个生动事例，“林
长+司法+古树名木保护”模式为古树名
木撑起了“保护伞”。四川发布总林长
令，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重庆
制定加强古树名木司法保护六条措施，有
效强化“司法+古树名木”。河北、安徽、福
建等地探索“林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充
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以“检察蓝”守
护“古树绿”。

又如，“生态环境整体保护”模式为
古树名木建起了“宜居家园”。北京、浙
江、广东等地打造形式多样的古树名木
主题公园、绿美古树乡村、古树小区、
古树街巷，发布古树主题游线、举办古
树文化节等，增添城乡美景，方便群众
游憩，推动古树名木资源与生态旅游融
合发展。再如，多元化投入渠道不断拓
宽为古树名木保护持续“输血”。浙江、
广西等地依托“互联网+全民义务植
树”，开展古树名木认捐认养，募集资金
用于古树名木保护和复壮。上海、安
徽、湖南探索为古树名木购买保险，在
一定程度上纾解了地方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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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处处皆是风景”
本报记者 赵 鹏 曹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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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处处皆是风景”
本报记者 赵 鹏 曹文轩

一路一风景、一段一故事、
一城一特色，环岛驰骋，寻海阔
天空……春节临近，海南一处新
晋打卡地受到游客青睐。

2023年12月18日，海南环
岛旅游公路正式开通，贯穿沿海

12市县、9类84段不同特色的景
观区域，还有 22 个岬角、68 个
港湾、216处名胜古迹、31个景
区、20个度假区……定位为“国
家海岸一号风景道”的海南环岛
旅游公路串联起了海南多元素、

深层次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让人
们对到海南旅游有了更多的想象
空间。

通车一月有余，海南环岛旅
游公路为沿线带来了哪些新变
化？记者进行了探访。

◀游客在海南海口世纪公园
游玩。 杨 鹤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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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环岛旅游公路陵水路段。
张 茂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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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海南三亚大东海景区游玩。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