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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光名混凝土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正本，证号：琼交运管许可
澄迈字469023100394号，声明作废。

张鹏(身份证号4111211983XXXX0019):
海南州际外语导游服务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000681180966E)定于2024年10
月14日10时在海南旅游文化大厦(海口市美兰区白龙
南路43号)501房召开全体股东会，讨论公司减资(注
册资本由200万减至10万)、债权债务清偿担保情况和
省旅游教育培训中心股权划转等事宜，请依时参加。
联系人:杨老师，13807621885，0898-36658866。

海南州际外语导游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9月28日

股东会通知

曾是县城唯一的主干道

解放初期，澄迈县城金江很小，主街道中

山街只有约500米长，整个县城几条街道的总

长也仅有1.5公里。

那时的县城虽然小，但因其毗邻南渡江，

在那个水路运输扮演重要角色的年代，其是重

要的商贾货物集散地，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天然条件。

“1950年4月23日，中共澄迈县委从六芹

山进驻金江。”澄迈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孙

中积说，随着海南解放和澄迈县委的进驻，种

下了澄迈县城金江快速发展的种子。

“我们小时候，解放路还没有修，县城就只

是小小的一片。”76岁市民蔡先生回忆称，那时

解放路的区域，只有澄迈中学和最早的县委驻

地，其它的地方都是水田或是荒地。

据了解，1955年，澄迈陆续填平城北一带

的水潭、低畦地等，开辟一条长1公里，宽23米

的解放路。

解放路也是蔡先生读中学时必经之路。

“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山口中学读书，从

我们这去学校，要先走解放路的土路，再走公

路，路程有几公里，要走一两个小时才能到。”

蔡先生感慨地称，那时解放路沿途大都还是水

田或荒地，可以说是比较荒凉的，这似乎跟他

上学的行囊一样。“那时候穷，没有什么吃的，

带去学校的食物，除了米，就是萝卜干和酸菜，

要吃一周。”

蔡先生生活在解放路边上，见证了邮政办

公楼的建成，陆续又有百货公司、副食公司、大

酒家等单位建起楼房。

1960年前后，解放路继续改扩建，形成了

解放路东、中、西三段，全长达到2. 5公里，那时

虽然是土路，但奠定了现在解放路的基础。

见证多个“第一次”发生

早期的解放路，最有名的地方莫过于澄迈

中学，所在地是如今的澄迈县第二小学，其前

身是139年前创建的金江书院，目前书院的建

筑仍有部分保存。

“那时澄迈中学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很高，

哪家小孩能考上这所学校，在大家看来就是最

聪明的孩子。”现年79岁的李女士家住在解放

路边的新兴路上，现在那里被当地人称为“拖

鞋街”，李女士家也开了一家鞋店。

在李女士的记忆中，最早的解放路，也是

一条土路，沿途的建筑也很少，但后来的情况

开始发生很大改变。

“中共澄迈县委进驻金江时，驻地在解放西

路北侧，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时候，搬到解放东

路，也就是现在老县委的位置。”孙中积说道。

此时的解放路，正逐渐发展为澄迈政治、

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好多个澄迈的第一次

在这条路上发生。

“澄迈的第一个发电站，就在这条路上。”

孙中积说，虽然说是发电站，但其规模很小，就

一台20千瓦的发电机，只能给机关、学校和部

分居民供电，因为功率比较小。

有了第一个发电站后，大概在上世纪六十

年代，澄迈县城居民第一次使用上了自来水。

“澄迈最早的水塔建在当地地标‘芒果脚’附

近，建成后澄迈中学、相关单位和部分居民用

上了自来水了。”孙中积说。

这时的解放路，商贸也越来越兴旺，不仅

有百货等商业公司，当年澄迈最大的“大酒家”

也建成营业，而且这条2.5公里长的道路，不仅

聚集了澄迈县的各个机关部门，还新增了两所

学校，县城的中心也逐渐从老城的中山路往解

放路迁移。

城市中心北移变大

如今澄迈县城的主要干道有文化路、文明

路、环城西路、人民路、金马大道等，这些道路

于解放路而言都是“后辈”。

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解放中路东

侧，也就是澄迈县粮食局大门至南渡江边这

段，曾经是小河沟，两边长满刺竹，由地坡岭的

水流汇聚而成。“五十年代，县里发动人们将河

沟填平，形成了文化路最早的一段，也是一条

泥土路。”孙中积说。

随着澄迈经济社会的发展，澄迈的文化

路和文明路以解放路为中心，向南北方向延

伸，其中有两个对当地发展影响比较大的事

件发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澄迈新县委建成后，县

城继续向北面发展。”孙中积说，为了因应城市

发展的需要，在解放路的北面，修了

一条人民路，并在这里建了一个新的

农贸市场，开始的时候新市场和老市

场还是并立的，但后来城市的中心往

新市场迁移，城市也不断地往北面的

地坡岭方向发展。

“以前的县城就一丁点，现在的

变化，不是大几倍，我觉得几十倍都

有。”李女士说，解放路周边仍繁华

依旧。那时候我们家的瓦房连砖墙

都不是，而是用竹条编的，更不敢想

我们会建起现在这几层的小楼，生

活也比以前宽裕了。

随着县城的发展，除了变大以

外，相关的休闲娱乐设施也不断完

善。“现在城市大了，车也多，散步的

时候还是比较乐意去南渡江边，

享受片刻的宁静。”蔡先生称。

南国都市报9月27日讯（记者王小
畅）27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

市报联合报道了“乘时光公交 穿越75载

光阴”——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活动

后，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关注，有不少市民

拨打南国都市报热线966123报名乘坐

“活动体验车”。

“我从 1998 年来海口，20 多年了，

经常乘公交出行，对它很有感情，看到

这个活动的报道后，我就想报名参加。”

市民邢先生说，他今年也刚好73岁，跟

4路公交车同龄。他乘坐这趟车目的就

是想听听老公交人讲它的历史，感受它

的变化。

对于这20多年公交线路的变化，邢

先生称，在他的印象中，原来的公交线路

不多，搭车不是很方便，但现在的公交路

网越织越密，政府为了方便市民出行，这

些年在公交建设上投入巨大，现在乘公交

车比以前方便太多了。

报名乘坐“活动体验车”的市民年龄

跨度很大，不仅有年逾七旬的老人，还有

00后的青少年。

“我们是公交迷，有一个小团体，大家

对这个活动很感兴趣。”今年16岁的小张

称，他们这个群体有30多人，大家对各自

喜欢的公交线路都有研究，不仅了解其线

路走向，还了解其历史，跟不少公交司机

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据了解，10月1日，国庆假期的第一

天，“乘时光公交 穿越75载光阴”——庆

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活动将在海口正式

启动。活动旨在以4路公交车为轴线，展

示公交和海口城市变迁的历史，让市民和

游客更深入地了解这座城市的发展历

程。活动当天，不仅可以报名乘坐有“老

公交人”分享变迁历程的活动体验车，海

口市4路公交车还将全部免费开放给市

民乘坐。

地标里流淌着我们共同的记忆

曾商贾云集今繁华依旧

活动深受市民欢迎

从七旬老人到年轻人都想报名体验

如果你是澄迈人，提起县
城的解放路，如今的你会想到
什么呢？是“芒果脚”的海南
粉？新兴路的“拖鞋街”，还是
新华书店、邮政、二小……

解放路对于澄迈县而言，可
谓是新中国成立后澄迈县城发
展的“起点”，它曾是澄迈的政
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为那里
不仅是政府机关的驻地，也是百
年学府澄迈中学创立之地，更云
集了澄迈主要的商业场所。

今天，请让我们一起跟随
采访对象的记忆，在时光隧道
里穿梭，一起感受这条路与这
座县城的巨变，一起感受这座
城的历史与文化，一起重拾与
它的情感联结。
南国都市报记者王小畅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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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老城区中的解放路。（路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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