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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海口站）总决

赛在海口西秀海滩水域开赛，来自全国

各地约200名帆板爱好者汇聚一堂。

本次大奖赛以“带上帆板去旅游”

为主题，将帆板运动与海南岛的旅游资

源完美结合，不仅是一个展示技艺、交

流经验的平台，更是一场别开生面的体

育旅游盛宴。作为本次大奖赛的总决

赛，海口站设置了竞速赛、障碍赛和团

体赛三大竞赛项目，涵盖12个级别，包

括男子及女子水翼专业级、男子精英

级、水翼公开级、女子公开级、男子常

青级、风翼公开级。

开幕当天上午，就迎来了团体赛公

开级的终极对决。凭借精心策划的战术

布局与团队协作，海南省帆船运动协会

展现出非凡实力，遥遥领先。最终，海

南省帆船运动协会夺得冠军，黑帆协一

队紧随其后夺得亚军，东方舟一队获得

季军。

路名诠释文化内涵
加厚城市历史底蕴

随着海口“乡村著名行动”试点工作

深入开展，伏军路、蜚英路、布文路等路

名，不仅是一个个简单的标识，更承载着

乡村的历史记忆。

琼山区云龙镇长泰村是冯白驹将军

的故乡，历史的痕迹深深烙印在这片土

地上。当地以冯白驹将军的别名“布文”

命名了布文路、布文北路、布文南路等道

路，这些路名不仅是对历史文化名人的

致敬，更是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用

冯白驹将军的别名命名道路，让我们感

到十分亲切，同时彰显了我们村的红色

文化底蕴。”长泰村一村民介绍。记者发

现，这些道路在设计上也洋溢着红色文

化，小小的“23”和“红旗”设计，将“二十

三年红旗不倒”的历史浓缩在了路牌上。

在秀英区西秀镇新和村的村口，“三

槐路”指示牌格外亮眼。据介绍，三槐书

院始建于清末宣统三年，已有上百年的

历史，原为王氏宗祠，堂号为“三槐堂”，

现今被列为海口市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为保护本土地名文化，故取三槐书

院“三槐”二字，将该村这条道路命名为

三槐路。

过去，三槐书院曾作为村中私塾，承

载着培育英才、传承文化的重任。直至

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新和小学的建立，

三槐书院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尽管岁

月更迭，三槐书院所蕴含的人文思想却

仍被村民铭记于心。

“道路命名并非随意而为，我们根据

翻阅资料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走访了

解当地的环境、产业、生活习惯，依据当

地村民熟知的文化、产业、地名来命名，

会更贴近村民生活，方便记忆的同时，也

让路名能够成为当地的文化符号。”海南

红火金属标牌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黄梦

诗说。

“道路的命名有助于挖掘乡土文化，

充满历史感的路名，承载着村民们的集

体记忆，市民游客也能通过路名了解村

庄的历史文化。”海口市民政局社会事务

科副科长陈剑锋介绍道，“现在我们正在

采编乡村地名故事，进一步保护乡村地

名文化。”

路名解决寻路难题
让村民的生活更便捷

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茄芮村委会福

宝村的一条主干道一直以来都没有名

字，村子里一直都说“找到村子容易，找

到村子的路难”。村里许多村民反映称，

亲朋好友第一次来访的，导航到了村口，

却要绕半天路才找到这条路。

直到最近这条路才被命名为福宝

路，不仅好记，且有明确的指向定位性。

同样在美兰区三江镇茄芮村委会，新宅

村的主干道也被命名为新宅路。

记者看到，福宝路、新宅路的路牌上

都嵌着一个大大的莲雾，这有趣的设计

把当地主要的经济作物莲雾作为代表，

印在了路牌上，让人们第一眼就对村子

有个直观的印象。

“村里的道路终于有了名字，以前寄

快递、亲戚好友来访都很难找到具体位

置，现在好了，直接说明是哪条路，人家

一下就能找到。”福宝村一位村民说。

“以前来这里游玩，总是被无名道路

搞得晕头转向，现在这些新的路名对应

得上地点，非常好记，让我一看就能知道

该往哪走，而且可以用导航精准定位。”

游客李先生说。

陈剑锋表示，海口积极探索地名助

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模式，为辖区内无名

村路命名、设标，让村里人生活变得便

捷，为外来人出游带来了便利。同时，促

进了乡村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为乡村经

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成为乡村振兴道路

上的有力支撑。

路名彰显现代气息
拓宽城市未来前景

有趣的是，在海口这132条乡村道路

的新建路牌上，记者发现许多路牌还设

有“黑科技”三维码，呈现形式跟传统的

二维码相似，但扫码后可探索的内容却

非常丰富。

朝新路、福茂路、三槐路、布文路等

道路的路牌上都张贴了三维码，记者尝

试用手机扫描这些三维码发现，页面上

除了介绍了道路的行政区划、地名来历、

道路所在村庄的介绍，还有VR实景观看

道路周边情况以及当地有名建筑、产业

基地等，并附有语音讲解。

“通过三维码，村民和游客可以快速

获取乡村介绍、产业介绍、周边服务等，

以语音解说、VR全景展示方式，详细介

绍乡村的特色产业。”黄梦诗介绍，三维

码打破了传统文字介绍的局限性，为乡

村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加生动、直观的

方式，让更多人能够便捷地领略乡村文

化的魅力。

陈剑锋表示，接下来，海口市民政局

将依托国家地名信息库和地名管理信息

平台，加大乡村地名信息采集力度，鼓励

引导企业、村民、志愿者、地名爱好者等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地名采集上图，引导

农家乐、民宿、采摘园等个体经营户自主

采集经营场所信息，并发布至互联网地

图平台，方便百姓出行导航、山货进城、

快递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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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132条乡村道路完成命名

村路有了“名”乡村更有名

路名，不仅仅是简单
的标识，更是当地历史、文
化、风土人情的集中体
现。2023年 10月起，海
南省民政厅分阶段分批次
开展“乡村著名行动”试点
工作，全省新命名乡村地
名783条，设置三维码地
名标志634块。海口作为
第一批试点城市之一，首
批4个试点镇的示范村已
完成 132条乡村道路的正
式命名，设立融合三维码
技术的特色村牌13块、路
牌57块及巷牌73块，一
大批新地名传承了乡村历
史文化，为人们领略椰城
乡村的历史风貌搭建了一
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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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决赛扬帆

选手在比赛中。（赛事组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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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码

新宅村路牌旁的文化展板。

红色文化浓缩在路牌上。

路牌上有三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