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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开发复合文旅产品
让古树名木“活起来”

古树名木被称作“有生命的文物”。科学、合理地利

用古树名木资源，发展生态旅游等产业，是阐释生态文

明建设的生动注脚。

如何在保护古树名木的基础上，做好林文旅融合发

展的文章？

“在做好保护工作的前提下，要深入挖掘古树名木

的自然资源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以及其所承载的

历史与文化。”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生认为，

海南的古树名木在旅游开发方面有很大的潜力。据省

林业局统计，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外，海南全省共

有古树名木17864 株，其中一级保护古树155株，二级

保护古树895株，三级保护古树16651株，名木 163株。

“从自然资源的角度看，古树名木可以打造集观

光、研学、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复合文旅产

品，将保护工作与旅游观光相结合。”王健生说，可在

做好保护的前提下，围绕古树名木修建一些面向群众

的文化休闲场所，让游客在休闲体验中了解古树名木

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进而推动更多人参

与保护古树名木。

从文化资源开发方面来说，要挖掘古树名木背后的

故事，作为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的承载。王健生举例称，

例如琼海市潭门镇北埇村委会善集村的龙眼树，位于琼

崖党组织和武装斗争主要创始人的杨善集烈士故居门

前，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儋州市大成镇两院试验场的橡

胶树，是海南仅存的首批橡胶母树，可以了解中国早期

橡胶育种科研工作；三亚市南山村南山文化旅游区的高

山榕，见证村庄从兴起到繁荣。

王健生认为，古树名木在林文旅融合发展的过程

中，要做好保护与开发的研判工作。“通过生态红线的设

定，优先就地保护和开发，严禁超限开发，还要制定文化

改造的负面清单，禁止宗教化等不当改造。”王健生称，

古树名木的开发要挖掘树木特有的生态资源、文化内

涵、做好产品化打造，并建立刚性约束机制，才能“盘活”

绿水青山，让古树名木真正地“活起来”。

海南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称，下一步，海南将在加

强古树名木保护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古树的历史、文化、

生态、经济、科研价值，遵循简约、自然、惠民的原则，探

索以古树（群）为中心，结合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等历

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组织发动市县积极申报古树

名木公园，争取今年有新的突破。

一片百年黄皮古树
承载村庄产业发展

每到黄皮树挂果时，儋州市大成镇的南

吉村就热闹了起来。

南吉村是海南久负盛名的黄皮古村之

一，村里几乎家家户户种植黄皮。黄皮树下，

有体验摘果的游客，有热腾腾的黄皮鸡出炉，

还有酸甜的黄皮特饮……近年来，随着乡村

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游客到南吉村，看黄

皮树、品黄皮味。看中这一商机，南吉村村民

符鼎舜在自家院子里开起了农家乐，推出黄

皮鸡、黄皮猪蹄、黄皮五花肉等招牌菜，生意

十分红火。“去年端午小长假，我们的营业额

超过一万元。”符鼎舜说，最热闹时一天要接

待游客300多人，自家100多棵黄皮树都“不

够用了”。

黄皮树不仅见证了南吉村的历史变迁，

也带动了村庄的产业发展。在符鼎舜家不远

处，就有一个“百年黄皮园”。据统计，南吉村

约种植了165亩黄皮树，树龄百年以上的黄皮

树就有约350株，其中园内一棵树龄300多年

的黄皮古树，被誉为“海南黄皮王”。

“我们通过旅游资源的整合，串起南吉

村的百年黄皮树和调南村的见血封喉‘红军

树’，设计了旅游线路，提升游客体验。”大成

镇宣传委员陈泰壮介绍，目前全镇共种植黄

皮树 6000 余亩，年产量 300 万斤，产值约

2000万元。去年举办的乡村振兴项目招商

引资推介会暨儋州（大成）黄皮采摘季活动

现场，共签订相关合作项目8个，总投资达

12.17亿元。

三亚龙血树古树群
打造旅游文化展示地

除了带动产业发展，在三亚，古树名木也成为旅游

景区内的一个热门打卡点。

打开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的导览图，广东游客徐

艺涵对“南山不老松”这一景点十分感兴趣 。在社交

平台“小红书”上，不少游客晒出在“南山不老松”的打

卡照。

“南山不老松”景点是占地4.27平方公里的一片龙

血古树群，3000多株树木的平均树龄 达200年以上。

此外，景区50亩核心区共有500年以上树龄龙血树

150株，是中国最大的龙血树古树群落。“我们最大的一

株龙血树古树地径1.4米，高9米，冠幅105平方米。”三

亚大小洞天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景区以“南山不老

松”为核心，建设长寿文化主题观赏区、九龟拜寿、寿比

南山等景点，让游客沉浸式体验长寿文化。2023年，该

龙血树古树群入选全国100个“最美古树群”名单。

据专门研究龙血树南药价值的《龙血竭》一书记

载，位于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的龙血树群，多生于南山

岭南坡半山腰的石山地带。书中推测，生长在山崖、石

缝的龙血树就趁机而入，通过大自然的载体把种子播

在地面，萌发植株，植株长大结种，种子成熟落在植株

的周围，年复一年，自然构成群丛。又因龙血树属于软

木性树种，含水率高，无法作薪柴和用具，无人干扰和

砍伐，自由地形成今天的古树优势群丛。

如今，景区内通往龙血古树群的道路已由石板路

变成木栈道，便于游客观赏。在旅游开发的同时也加

强古树的保护。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景区成立了园林绿化部门，定期对龙血古树进行养

护，在龙血古树群旁种植了与之相映衬的有观赏价值

的低矮植物，并砌筑挡土墙以防止水土流失。

年轮里的“两山”答卷：
海南探索古树名木与生态游融合发展

一棵树，如何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月15日起，《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古树名木保

护管理工作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其中提到要促进古树名木资源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今年是“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周年，被称作“绿色的国宝”的古树名木如何走出绿色生态发展之路？

业内人士认为，对于古树名木等森林资源，过去大多聚焦在保护工作上，开发利用方面关注较少，
并且古树名木大多地处偏远，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保护和开发的投入较大，融合发展仍处于起步阶
段。专家认为，海南的古树名木资源丰富，要“一树一策”挖掘树木的自然资源优势和文化内涵，做好
产品化打造，并建立约束机制，书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答卷。 南国都市报记者谭琦

游客在南吉村
体验采摘黄皮。

羊文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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