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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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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3月11日讯（记者 沙
晓峰文/图） 3月11日，三亚民间龙王

祭俗非遗活动在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举

行，内容包括龙王祭俗、龙王庙会、文

化研讨会等。此次活动系中华传统文化

在崖州系列活动之一，龙王祭俗充满浓

厚的文化氛围和独特的民俗风情，是海

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祈盼。当天，数百

艘渔船、上万民众聚集在大小洞天旅游

区参加民间龙王祭俗非遗活动，祈福来

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在我国传统文化里，农历二月初

二，俗称“龙抬头”，民间各地都有拜

龙王，祈求风调雨顺的传统。海南岛四

面环海，百姓自古就有龙王祭俗祈福平

安的习俗。据主办方介绍，2023年《三

亚民间龙王祭俗》成功入选三亚市级民

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此次也是三亚首

次以非遗形式举办民间龙王祭俗活动。

三亚民间龙王祭俗非遗活动以“龙

腾三亚·福泽四海”为主题，立足于传

承和展现崖州的历史、民俗、文化，为

市民游客准备了一场具有三亚独特魅力

的民俗文化活动。龙王庙会充分体现出

画龙点睛、福地照相馆、打柴舞等特

色，现场演绎崖州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

——打柴舞。市民游客可以共跳崖州打

柴舞，学习织黎锦中的“龙图腾”，体

验崖州特色民间文化魅力。

此次非遗活动还特别设置了洞天文

化高峰论坛，邀请了国内著名学者、非

遗龙文化传承专家、旅游营销专家做客

大小洞天茶咖空间，围绕我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权益保护、龙文化课题、非遗

背景下景区旅游发展、民俗国潮化品牌

化、民俗品牌传播等相关课题开展研

讨，促进经验交流分享，更好地保护和

传承这一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活动。

三亚民间龙王祭俗非遗活动

吸引上万民众祭海祈福

昌江牛皮凳

亮相法国巴黎
海口将义务植树与绿化打造相结合

靓化城市道路景观

海口椰航路道路宽度30米，种植

行道树为黄金熊猫；

长安南路道路宽度42米，种植行

道树为菩提榕，侧分带为粉花风铃木；

文英路道路宽度12米，行道树为

美丽异木棉；

永桂花园周边配套路1号路道路

宽度 42 米，种植行道树为秋枫，侧分

带为粉花风铃木；

东寨新居配套路网，种植行道树

为凤凰木；纬八路、规划 E 路、规划 F

路种植行道树为红花玉蕊；

迈雅东巷、演德路美丽异木棉，美

庄路、汇贤路红花羊蹄甲，谭连变电站

进场道路火焰木，美兰特殊教育学校

道路宫粉紫荆；

环洋路种植行道树为红风铃木；

振海九横路种植行道树为白兰；长荣

路二期人行道种植小叶榄仁，机非隔

离带种植红花玉蕊，中央分隔带种植

中东海枣、椰子树、大腹木棉等。

南国都市报3月11日讯（记者
王康景）今年3月12日是全民义务

植树运动 43 周年和第 46 个植树

节。为大力宣传植树造林、绿化国

土的重要意义，海口市园林和环境

卫生管理局积极组织开展各区植树

活动。据悉，海口植树活动兼顾地

域特色和自然环境，规划了一些道

路特色绿化，根据因地制宜、适地适

树、抗风性好和乡土树种优先应用

的原则，在部分道路上运用开花树

种，丰富城市道路色彩景观。

“道路根据当地自然特色和总

体环境，规划设计种植了各类品种

开花树种，并且充分考虑了海南本

土的树木品种，让市民游客沿途可

以领略不同景观。”海口市园林和

环境卫生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义务植树后更要精心护绿，推行绿

化养护“绣花式”精细化管理。

据介绍，今年植树节，该局将

组织干部职工和社会志愿者，在海

口各区种植椰子树、洋紫荆、风铃

木、重阳木、黄花风铃、小叶榄

仁、红花羊蹄甲、洋紫荆等品种苗

木，并在各地种植油茶树，总共预

计约4000株树木。

南国都市报3月11日讯（记者程
小丹）当地时间 3月 8日下午，“你

好！中国 阳光海南”国际影像展暨

海南旅文推介活动在法国巴黎举行，

通过图片与实物展览、播放海南省旅

文宣传片等形式，向法国公众全面推

介海南旅文新产品、新业态、新形

象。其中，产于昌江石碌镇水富村的

牛皮凳作为海南非遗展品之一，惊艳

亮相。

此次活动为期7天，现场共设置

阳光海岛、雨林精灵、康养胜地、购

物天堂、琼台人文等图片展区。除图

片展外，黎族服饰、黎族织锦、椰

雕、贝雕等200余件海南特色非遗展

品悉数亮相，共同营造中法文化交

融、传统与现代兼具的独特氛围。

据了解，牛皮凳是海南黎族的传

统工艺品之一，已有300年的历史。

从前，黎族先民狩猎后，利用黄猄

皮、鹿皮等兽皮制作生活器具，后

来，逐渐演变发展到用牛皮制作牛皮

凳。黎族牛皮凳的制作工艺，靠的是

手艺人的口传心授。石碌镇水富村是

牛皮凳之乡，这个黎村从霸王岭深处

的王下乡迁移而来，原来叫牙迫村。

环境的变化，并没中断这些大山的汉

子传承祖先传下来的手工技艺，他们

家家户户、祖祖辈辈都在制作牛皮

凳，从未停歇。2018年，黎族牛皮

凳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县级非遗项

目名录；2023年，昌江黎族牛皮凳

制作技艺入选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2021年，为了保护传承牛皮凳

制作技艺，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水富

村在地方政府的鼓励扶持下建起了牛

皮凳传习所。如今，熟练制作牛皮凳

的村民有30多人，一年可制作1000

多张牛皮凳，总价值约20万元。

因地制宜设计
种植开花树种

展览上的牛皮凳。（主办方供图）

市民游客观看渔船祭海祈福。

市民游客在体验打柴舞。

舞龙舞狮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