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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2月23日讯（记者 程小丹 文/图）
“这是大鳄鱼电机车、这是推土机，这些都是当时我们

先辈们开采矿山时使用到的设备。 露天开采一般经

过穿孔、爆破、铲装、运输等流程 …… ”近日，在昌江

石碌镇矿业博览园内，市民王玉一边参观，一边向孩

子讲述着石碌矿业的历史故事。

2024年春节期间，承载着矿山记忆与历史的矿

业博览园正式对外开放。园区集中展现着石碌铁矿

悠久的采矿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昌江探索工业

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洲第一富铁矿”的历史渊源

1782年，石碌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四十七

年 ，在当地发现铜矿，呈孔雀石类型，故称作石碌岭，

石碌由此得名。

1939年，日本侵占海南岛，日本侵略者开始对石

碌铁矿、三亚田独铁矿进行掠夺性开采，同时修建码

头、铁路。

1957年，石碌铁矿正式恢复生产。

由于石碌铁矿储量大，而且品位高，成为我国最

重要的铁矿石生产基地之一，预计探明总储量约4.66

亿吨，约占全国富铁矿储量的 71%，平均品 位

51.2%，也因此被称为“亚洲第一富铁矿”。

1964年昌江县城设在石碌镇，加上石碌铁矿的

发展，带动了周边城镇的日渐兴起。几十年间，石碌

铁矿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然而矿产储量是有限的，2011年，昌江被确定为我国

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荣光黯淡后的“矿竭”，昌

江的转型之路迫在眉睫。

2017年12月，原国土资源部公布了第四批国家

矿山公园资格名单，海南石碌铁矿矿山公园名列其

中，为保护和利用地质遗迹和矿业遗迹资源，在海钢

集团、海南矿业的配合下，昌江规划了石碌老城和矿

区改造的新蓝图。

感受矿工精神的传承

为进一步保护工业遗迹，挖掘铁矿历史文化，助

力国家地质公园建设，近年来，海钢集团、海南矿业

委托矿山公园公司启动了对矿山公园及其周边的文

旅化改造，并于2023年开始建设矿业博览园，通过

园区展现矿山开采工艺的全流程，将不同历史时期的

采矿机器、设备、道路、休闲等场景进行还原，让游客

体会到当时大规模露天开采的时代印记，为游览者提

供沉浸式的观展体验。

2024年春节期间，承载着矿山记忆与历史的矿

业博览园正式对外开放。走进矿业博览园内，一台台

废弃的采矿机器在露天的草地上陈列展示着，斑驳的

痕迹是时代赋予的功勋，穿梭其间，似乎当年热火朝

天的采矿场景就在眼前。

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这些设备已不复往日的喧

嚣，它们从生产车间“漂流”到园区内，向来人讲述着矿

山昔日的辉煌。随着铁矿走上产业转型升级之路，这些

机器完成了生产使命，成为后人追忆矿山文化的遗迹。

近段时间，很多“铁矿人”走进矿业博览园内，回

顾着石碌铁矿的光辉历程。众多体现铁矿记忆的机

器，更是让参观者感受着那段岁月，争相合影留念。

“作为一个‘矿二代’，带着孩子来这里能直观地

看到石碌铁矿的历史，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了解历史

的最好机会。”王玉说。

“我们将按照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以沉

浸式矿山旅游体验为特色，打造成集生态观光、科普

体验、沉浸文旅为一体的矿业博览园 。”矿山公园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矿业博览园将与矿山公园

融为一体，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助力游客了解矿山企

业的重要窗口。

如今，建成开园后的矿业博览园已成为昌江一张

文旅新地标，也将为这个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注入强

大活力。未来，昌江还将继续探索“工业＋旅游”新模

式，走出一条老工业城市的转型蝶变之路。

昌江石碌矿业博览园开放
工业遗址“变身”文旅新地标

废弃的采矿机。 废弃的推土机。

矿业博览园吸引大量了游客前来打卡。

废弃的大鳄鱼电机车。

矿业博览园发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