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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再次成为引人瞩目的焦点。3月 22日至 25
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让琼海与众不
同、惊艳世界。

博鳌地处海南岛东部的琼海市，是万泉河、九
曲江和龙滚河三江的入海口，岸边的东岛屿像一只
游向南海的巨鳌，所以叫博鳌；博鳌还有“博览天
下，独占鳌头”的意思。

博览天下，留住乡愁

博鳌居民以前大多以经商和捕鱼为生，也有些
人耕作墟郊坡地和水田。自从博鳌亚洲论坛永久性
会址落户于此，博鳌镇将毗邻的乡村特色资源进行
整体开发，乡村旅游业迅速发展。青山绿水之间，
水塘、椰树、农舍、田洋、槟榔林相映成趣，一幅
世外桃源式的田园画卷完整呈现出来，形成了由

“枕水朝烈”、“听风美雅”、“觅景岭头”、“拾巷南
强”、“寻味大路坡”等主题组成的全新的游览格局。

博鳌作为连接城乡的支点和平台，
让人们望见了山水，记住了乡愁。

绿林茂密，鲜花嫣红。由 8户村民
集资成立的美雅村阿叔农家乐就建在一
片槟榔林之中。没有毁坏一棵林木，而
是别出心裁地将大树融为建筑本身的一
部分。这里的餐桌上，既有本地特有的
农家美食，也有适合全国各地游客口味
的改进菜色。除了美食，美雅村还为游
客提供了特色民宿。目前已有莫叔旅
馆、三嫂旅馆、二哥旅馆等民宿，民宿
不仅为游客提供了和本地村民同吃同住
的乐趣，客房一应俱全的配套设施也让
游客住得舒心，玩得开心。

这种一房一景观，一户一风情，使
博鳌乡村旅游丰富多彩。有着悠久历史
的南强村，成排的老屋，参天的古树，
斑驳的古井以及弯弯曲曲的青砖古道保
存完好。这里的“花梨人家”依托古朴
的村风村貌，把 5 间相邻的老宅串联起来，打造成
为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为一体的花园式农
庄。他们将院中的海南花梨等名贵树木原封不动、
保护利用，为游客提供了一个绿意环绕的惬意环
境。而满堂的海南花梨家具，更使“花梨人家”成
为风韵独特的乡村民宿，向海内外宾朋展示琼海侨
乡传统民居的古色古香与中西合璧的独特风貌。

以休闲度假旅游产业为主的博鳌特色小镇透露
着琼海人的纯朴与宁静。博鳌滨海酒吧公园一建
成，就成了博鳌的必游之地，平均每天接待游客
300 人次。滨海酒吧公园完善了博鳌旅游业态，提
升了旅游综合接待能力，为“博鳌天堂风情小镇”
这一品牌增加了新的亮点，为博鳌镇旅游业的发展
增添了新的动力。

有一种幸福叫琼海

老船长何世轩出海几个月，回来竟有点不认识
自己的家乡潭门镇了。坑坑洼洼的小马路变成一条

直通博鳌的柏油大道，很多原本世世代代仅靠捕鱼
为生的潭门人，开始做起了旅游生意，新型城镇化
转变了农民的思想观念，越来越多的农民吃上了旅
游饭。打了一辈子鱼的老船长何世轩也开起了海洋
工艺品店，何世轩说，小店收入是他打鱼的20倍。

潭门镇地处琼海市东部沿海，潭门渔港是国家
中心级渔港。千年渔港潭门镇，通过挖掘当地悠久
的海洋文化，短短两年就实现了从传统渔港向旅游
观光、度假休闲、海产品加工销售等多功能风情小
镇的转变，吸引了6000多名农民返乡创业。

潭门镇巧妙地将船舵、船桨、贝壳等多种海洋
元素融入镇墟风情建设。现在潭门镇处处能感受到
海韵渔味，每天慕名来旅游的人络绎不绝，日接待
游客 4000人次，周末时 1万人次左右；春节和国庆
等节假日，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 3 万人次，街道上
车水马龙，海鲜餐饮店“一座难求”，成为海南省日
均接待游客量最高的地方。

旺盛的人气带来了无限的商机，给百姓带来了

增收。两年来，潭门镇商业铺面从 36家增加到 630
家，贝类工艺品商店由无到有，如今已发展到 430
多家，每个工艺品商店月收入都在25万元以上；潭
门镇铺面月租金从均价500元猛涨到2万元，还“一
铺难求”；商业销售额从之前 800 万元增长到 30.22
亿元；吸引外资总计增加30亿元。

旅游工艺品走向了规模化、精细化、艺术化。
目前潭门海洋经济产业园区以海贝工艺品加工厂为
主，拥有各类工业企业 145 家，年产值由 2012 年
9000 万元提高到 30.68 亿元。如今，琳琅满目的工
艺品成了潭门的名片。

近年来，琼海市挖掘各镇的资源禀赋，将12个
镇打造成传承文化、历史记忆、地域特色的美丽小
镇。博鳌镇突出融合琼海民居文化与亚洲论坛所体
现的时尚文化，潭门镇挖掘千百年来深耕南海的渔
业文化，中原镇挖掘侨乡的“下南洋”文化，形成

“一镇一风情，一镇一特色，一镇一产业”。目前全
市建成文明生态村 1960 个，构成了一幅“城在园
中、村在景中、人在画中”的美丽幸福家园，让游

人体验到“有一种幸福叫琼海”的美丽生活。

全域旅游创未来

这天上午，琼海市多文村的黎文福两口子又和
往常一样到地里忙活开了。在游客的眼中，这老两
口也成了乡村风景中的一部分。黎文福说：想不到
种地能种出“旅游”，游客这么多，来看我们种菜。

这两年黎文福念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地是原来
的地，却又不是原来的地了。家是原来的家，却又不
是原来的家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地还是原
来的耕地，用途没变，但种的东西却从传统品种更多
地向休闲观光农业发展，吸引游客。黎文福的房子没
拆没建，却变成了农家乐。这不，放下地里的活儿回
到家，黎文福摇身一变就成了农家乐的大厨兼跑堂。
黎文福说：“这样，一年大概能挣30万元”。

在家里种种地，炒炒菜就能一年赚到 30 万元，
这对老黎来说，曾是天方夜谭，但现在对于这里的

村民来说却不再是遥不可及。老黎家所
在的多文村现在属于龙寿洋农业公园的
一部分，这个 2014 年春天正式开园的
公园，说是公园，却没有围墙也不收门
票；说是农田，又能吸引一波又一波的
城里人到这里观光旅游。

农民的家园，市民的公园，游客的
乐园，这是琼海市给龙寿洋的新定位。
通过对基础设施的配套完善、卫生环境
的整治提高、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等，
这个原本平凡的农业区正在变成一个新
兴的休闲旅游区。除了龙寿洋，琼海市
还有热带滨海农业公园和万泉河农业公
园几大片区，把无数的小村庄连成一
体，这里的农民身份和生活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龙寿花海通过“基地+合作社+农
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把农民从原来
的单纯种植生产中解放出来，目前，种植

的有万寿菊、格桑花、百日草、硫华菊、蓝香芥、虞美
人、向日葵、薰衣草和油菜花等9个品种，每年从春节
开始鲜花次第盛开。花海拓宽了农民的就业渠道，带
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两年来，琼海市返乡就业 4 万
人，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13.1%。农民在家门口打
工，住自家房子，种自己的地。

琼海市委书记符宣朝说：“琼海市不搞大拆大
建，而是因地制宜发掘民俗文化，保留村庄原有风
貌，建设风情小镇，形成田园旅游的新业态。”

海南省琼海市立足现实、因地制宜，有机整合
山、水、田、林、城、镇、村以及文化、历史、风情
等资源，提升资源的旅游特性和旅游功能，放大旅游
效应，建设“山水如画、人间仙境”的全域旅游大景
区。引导全民参与旅游业，共享全域旅游发展成果，
推动“幸福琼海”建设。2015 年，琼海市接待旅游人
数 860.2 万人次，增长 20%；接待过夜人数 280 万人
次，增长 15%；旅游总收入 49.8 亿元，增长 50%，
基本实现了从旅游通道向旅游目的地的转变。

题图：琼海风光 来源：百度

中国民众的旅游观念正逐渐发生
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再执著于
在黄金周期间到热门景点看“人”，而
是选择更为自由灵活的旅游方式。数
据显示，中国各地的自驾游和乡村旅
游呈现上升趋势，城市周边游、城市
休闲游和乡村旅游的游客增速，明显
高于监测旅游景区点。网友感叹：“山
清水秀、空气清新，乡村游，惬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
国，农村地域辽阔，自然景观优美，
农业经营类型多样，农业文化丰富，
乡村民俗风情浓厚多彩，这些得天独
厚的优势都为发展乡村旅游带来优越
的条件、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

目前国内乡村旅游主要停留在观
光、采摘、垂钓等常规项目上，各地
的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同质化趋势较
严重，缺乏精品和亮点，游客重游率
低。因此，乡村旅游需要打造完整的
旅游产业链，使乡村旅游上下游相关
产业相互融通，提高乡村旅游的综合
经济效益。此外，针对乡村旅游产品
雷同的状况，应当创新乡村旅游特色产品，增加特色文化产
品，结合本地人文资源，挖掘独特的文化素材，提高文化品
位，增强游客的参与性。更重要的是，乡村旅游开发应着重体
现“原汁原味”，不论是村庄环境，还是农家居所，都必须强调
乡村特有的情趣和格调，避免乡村旅游发展中产品和服务的城
市化倾向。

近年来，基层农民在不断摸索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
乡村旅游发展道路，以地域文化、建筑文化、民族文化、养生
文化、餐饮文化等为特色的民俗旅游村不断发展壮大，促进了
乡村旅游的大发展大繁荣。如今，伴随着国民休闲需求层次的
不断提高，体验型、度假型和休闲型的乡村旅游项目开始主导
乡村旅游市场的格局，吸引游客由匆匆过客变为度假休闲，对
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

随着旅游经济的蓬勃发展，各地日渐成熟的乡村游产品，
已经呈现出经营业态丰富、市场亮点鲜明、类型风格迥异、经
济效益可观等特点。其主要类型有4个：一是传承故乡文化，勾
起儿时难以磨灭的记忆，带给旅游者回望当年的怀旧情思的古
村落风情之旅；二是崇尚绿色环保理念，还原原生态的乡村景
观的乡村生态环境之旅；三是挖掘乡土文化资源，赋予浓厚风
情农俗的节庆活动之旅，让旅游者感受到与土地、庄稼、果蔬
亲近的快乐；四是借助市郊优势，让被喧嚣忙乱“挤压”的城
中人可以放松的乡村休闲农园之旅。

在乡村游较为发达的江苏省，目前有一定规模的乡村旅游
点已突破2000家，年接待游客突破7000万人次；已拥有全国农
业旅游示范点124家，总数居全国第一。此外，还有特色各异、
业态丰富的农庄、农户型休闲点5000余家。

3 月 20 日，浙江天台山首届牡丹文化节在塔后村举行，一
早，各地游客便如潮水一般涌来。由于气温偏低，牡丹园中的
牡丹花开得还不是很盛，但在江南山村就能欣赏到雍容华贵、
姹紫嫣红的牡丹花，还是让踏青寻芳的游客们感到惊艳。

村支书陈立照高兴地说：“我活了四五十年，头一回看到有
那么多人来我们村旅游。把牡丹花当成塔后村的旅游特色，这
步棋是走活了。”

塔后村因位于当地标志性自然人文景观赤城山梁妃塔下而
得名，东晋孙绰曾在《游天台山赋》中写下“赤城霞起而建标”的句
子。然而，千百年来，塔后村民守着“宝贝”，日子却并不富足。

作为景中村，塔后村在2009年实施农房改造之时，就设想能
够吃上“旅游饭”。村里也费了不少心思，在改造伊始，村里动员
村民按农家乐的要求来建设，并在2013年对全村农房的外立面进
行了改造。到2014年底，已有15家农家乐、民宿投入营业。

然而，市场很残酷，旅游资源得天独厚的塔后村并没有一
跃成为旅游新秀。相反，多数经营户的生意长期青黄不接“吃
不饱”。陈立照说：“每户改造后的农房投入都在 80 万元左右，
如果不能搞旅游赚钱，村民们会吃不消。”

一次村民会议上，有村民提议，挖掘牡丹文化资源，用江
南不多见的牡丹花来为塔后村的旅游点一把火。

原来，南北朝梁时，塔后村就开始栽种牡丹，历史上也多
有天台牡丹的记载。因历史风雨，塔后村的牡丹几乎灭绝，但
村民们对代代相传的牡丹故事记忆犹新。这一建议被当作“金
点子”，很快进入了落实阶段。去年，该村在闲置的地块上种植
了 6亩、60多个品种的牡丹。还没待花开，村里的旅游就骤然
升温。

这一幕既在村主任陈加喜的预料之内，又大出他的期望。
他说：“原以为牡丹会对旅游有一些帮助，没想到帮助的程度会
那么大。”当地民间重视待客之道，陈加喜说，游客来了，村庄
环境如果不搞得像样些，就会损了自己的形象。于是，全体村
民总动员，掀起了美化村庄大行动。

眼下，初尝甜头的塔头村办起牡丹文化节，开展“牡丹进
家庭”活动，村民在房前屋后撒下大量的花籽，一个花园式村
庄呼之欲出。据统计，牡丹文化节举办当天，来塔后村的游客
达3万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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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论坛带火琼海旅游
谢文湘 冯 玉

博鳌论坛带火琼海旅游博鳌论坛带火琼海旅游
谢文湘谢文湘 冯冯 玉玉

我和妻子从法国地中海边的尼斯，乘巴士
去南部小山城格拉斯。

格拉斯是一座距离戛纳 19 公里、海拔 325
米的高山之中的小城，因小说《香水》而得名。

车过平原穿过一些小镇，就行驶在田野盘
山道上。离开格拉斯再去戛纳，也是搭乘巴
士，窗外山坡地上树梗连连，农舍点点。此行
耗时 3个多小时画了一个三角形，把格拉斯和
香料种植地区绕了一圈。近观花田片片相连，
远观山景递次相依。春天的格拉斯，漫山遍野
的玫瑰花面向地中海，领受和煦的阳光。玫瑰
成熟后，便浩浩荡荡地进入香料加工车间，萃
取升华成为玫瑰香精，最后魔幻般地诞生玫瑰
香基的系列香水。

这次旅行一脚踏进“魔力那达香水博物
馆”，那似曾相识的香气立刻把我的思绪拉回
到30年前。我情不自禁地向介绍香水产品的法
国小姐说：“我早已认识你们。”那时我大学毕
业，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香料研究所，从事科
技资料文献的翻译。

自30年前一脚踏进香料所的科研大楼，整
个身心沉浸于仿佛盛开着玫瑰花、茉莉花、薄
荷草、薰衣草、茴香和迷迭香气的百花园中，
开始了识香怜香的启蒙。楼内白大褂的科研

人，手拈三五条宛如小竹片的闻香纸，时不时
按次序往鼻孔凑，陶醉地把附着在闻香纸上的
香气吸入鼻腔。这个反复进行的常规动作，对
新手是刺激训练嗅觉神经，把特定的气味铭
记；对调香师是通过嗅觉神经，调动记忆神
经，操练验证记忆库中香气对应吻合的能力，
一如“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调香师算得上工程师兼艺术家。调香工作是
科研更是艺术，两者结合的顶级作品，就是扬名世
界的各种名牌香水以及各种品牌的巧克力。

回国后，与朋友老周聊起“香料之都”，
意外获悉他的外公在上世纪中叶，曾拥有一家
位于上海浦东的提炼薄荷香膏的香料厂。据记
载，上海浦东陆家嘴一带，曾经分布七、八家
小型香料香精厂，是我国香料工业的发源地。
上世纪 50年代“公私合营”，一些小香料厂合
并，老周外公的薄荷厂从此消失。当年把香料
研究所设于上海，一个主要因素是浦东存在着
中国香料工业的基础，香料所草创时期，还从
一些香料厂调入工程师和调香师作为科研骨
干。今天上海浦东陆家嘴高楼林立，已经成为
中国的金融中心，似乎很少人知晓这段过往，
而我却依然好奇，原来在浦东陆家嘴一带的香
料厂，都迁向了何处？

●中国游客访世界

香料之都格拉斯：闻 香 忆 旧
王祖远

格拉斯小城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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