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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

月三”期间，五指山市为进一步提升“不到

五指山，不算到海南”的文旅品牌，推出

“三月三文旅大礼包”，打造“食住行游购

娱”全链条文旅消费新场景。

在3月28日至4月6日“三月三”活

动期间，针对餐饮企业推出美食消费礼

包，发放消费券100万元，游客来到五指

山可以享受独具民族风味的山城美食，特

别是五指山“十大美食十大小吃”，拉动五

指山的消费。

推出旅游产品礼包。各乡镇、畅好居

以“三月三”活动为指引开展具有自身区

域特色的“三月三”主题活动，五指山市小

岛公园也在修缮后常态化开展音乐喷泉

秀，活动期间开放复原展示的老州府，让

市民游客深入体验五指山文旅融合的新

成果。

推出酒店景区优惠礼包。活动期间，

五指山市的酒店宾馆、景区景点等企业推

出房价减免、餐饮优惠等福利套餐，持续发

布旅游宣传视频、推介、设计多条五指山旅

游路线，让游客在春日尽享山城美景。

与此同时，“三月三”活动期间，五指

山联合知名快消品牌设置线下黎锦快闪

店，携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

院、知名艺术家举办“五指山毛道乡黎族

植物染&藤编艺术展”，让游客感受多元

的文化氛围。

据了解，五指山市3月28日至4月2

日“三月三”活动期间，吸引游客人数

17.51 万人次，实现游客总花费 1.13 亿

元。其中接待过夜游客7.7万人次，接待

一日游游客9.81万人次。

在五指山“三月三”民族节庆期间，城

市基础设施的修缮不仅提升了城市的颜

值，也为五指山的文旅产业发展提供良好

的条件，极大地方便了游客的出行与游玩

体验。随着“三月三”活动的圆满落幕，五

指山并未停下前进的脚步。

五指山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五指山市将借着“三月三”的势头，以

“三个深度融合”布局发展。其一，深化区

域协作融合，依托三亚经济圈与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联盟，开发“蓝绿互动”文

旅产品，构建“山海联动”旅游走廊；

其二，强化品牌矩阵融合，将民族文化

深度植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漂流文

化嘉年华”等节庆活动，打造“活动引

流-文化体验-产品消费”闭环；其三，

推进营销推广融合，在新海港、三亚凤

凰机场等交通枢纽持续投放宣传资源，

针对岛内客源地开展精准营销，同步推

进省民族博物馆4A级景区创建、水满

旅游休闲街区改造等硬件升级，多样化

提升五指山市文旅产业的综合水平。

翡翠山城的破圈之路从“传统节庆”到“全民盛宴”

文旅融合绘就城市发展蓝图（上接07版）

南国都市报4月7日讯（记者易帆）
近日，儋州市峨蔓镇下浦村云漫湾休闲

渔业示范基地正式签约落地，项目将依

托下浦村特色渔村文化以及丰富的自然

资源，形成以海钓服务为主线，集生态

餐饮民宿、生态康养、智慧养殖、科普

研学等业态为一体的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下浦村坐拥长达3公里的火山岩海

岸线，潮间带生物多样性丰富，盛产石

斑鱼、龙虾等优质海产。村里至今保留

着渔家晒盐古法、石砌船屋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渔文化底蕴深厚。下浦村退潮

时能捡到海胆、螃蟹，一直是钓鱼爱好

者的天堂。正是这样的资源禀赋，让下

浦村成为休闲渔业发展的理想之地。

据悉，云漫湾项目创新采用“政

府+企业+高校+行业协会”四位一体模

式，项目将建设浮式码头、清洁能源休

闲渔船等设施，打造全国海钓俱乐部示

范基地。更引人注目的是，项目专门规

划了火山石主题餐厅、渔家民宿集群等

特色业态，让游客既能体验海钓乐趣，

又能感受独特的渔村文化。该项目创新

采用“企业运营、村集体入股、保底收

益、按股分红”的合作模式，整合峨蔓

镇下浦村闲置土地资源11.6亩，正式运

营后可以提供管理、服务等职责岗位

100多个，向当地村民提供更多在“家

门口”就业机会。

海南省休闲渔业协会理事长朱庞表

示，项目具有三大核心优势：独特的火

山海岸资源、西线环岛旅游公路的区位

优势、完整的渔文化生态链。协会将整

合专家智库资源，在规划建设、业态培

育、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全程支持。

“我们将建设配套游客服务中心。每

艘渔船将配备专业船长、导钓员和服务人

员，确保游客获得安全、专业的海钓体

验。”项目运营方负责人介绍，项目首期将

重点打造海钓产业集群，包括购置30艘

休闲渔船，开发远海网箱养殖体验区等。

通过串联海上观光、路亚竞技等多元休闲

业态，形成“吃住游娱购”全链条服务体

系，为游客提供一站式休闲体验。

省休闲渔业协会执行秘书长陈跃透

露，协会将把项目纳入海南精品休闲渔业

旅游线路，激活环岛旅游公路儋州段“火

山海岸精品休闲渔业旅游线路”，依托海

南环岛玩海大联盟平台，整合儋州优质资

源，将云漫湾休闲渔业示范基地项目与海

花岛、邻昌礁、泊潮村形成“生态观光+休

闲垂钓+鱼鲜美食+科普教育+赶海拾

取”等渔旅融合多业态的联动。

同时，引导项目企业投建一批清洁

能源休闲渔船，通过“零污染”打造乡

村旅游新亮点。做好渔民转产转业工

作，在儋州开设休闲渔业渔民转产职业

技能培训，为下浦村培训一批休闲渔船

驾驶员、导钓员、安全员，为项目及产

业发展输送人才。

南国都市报4月7日讯（记者 任桐
实习生潘凯通讯员林方蔚刘元魁）600

余亩椰子基地，万余棵椰子树郁郁葱葱，

硕果挂满枝头，教授带着几名研究生正在

椰子树下记录着数据……这是近日记者

走进屯昌县新兴镇椰子科技小院看到的

场景。科技小院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对当

地椰子产业发展又有什么助力？

椰子作为海南重要的经济作物，其病

虫害防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农民头疼的

难题。传统的防治方式多依赖化学药剂，

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负担，也对椰子的品

质产生负面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屯昌

椰子科技小院应运而生。

屯昌椰子科技小院位于新兴镇的海

南嘉乐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600亩金椰

子基地内，由海南嘉乐潭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与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合作共建，主

要研究方向是从传统的椰子病虫害化学

防治，迈向以生物防治为主的绿色防控。

作为屯昌椰子科技小院的核心科研

团队，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杨艳教授带

领的团队自去年10月份就入驻这一科技

小院，开始了一系列的病虫害监测与防控

研究。

杨艳表示：“过去的防治方式较为被

动，往往是病虫害出现后再采取措施。而

现在，团队采用的是更具前瞻性的监测手

段，强调预防为主。通过对虫害的诱导和

植物挥发物的监测，科研人员能够提前识

别出潜在的虫害威胁，并采取针对性干预

措施，从而有效控制病虫害的蔓延。”

记者在基地看到，悬挂于椰子树枝叶

间的塑料瓶格外醒目，这是杨艳教授团队

用于收集虫害诱导椰子挥发物的简易装

置。通过分析收集的气体，科研团队正在

研发能够通过挥发物精准判断椰子遭受

病虫害的种类和程度的方法，为病虫害监

测与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杨艳介绍：“研究一些挥发性气体，就

是说虫子危害以后，怎么影响这棵树、这

个植物的健康，怎么造成它的一个反馈，

可不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吸引昆虫的驱避

剂，或者一个引诱剂，然后我们可以做些

绿色产品，将来可以投放到椰子的病虫害

防治中。”

此外，针对传统种植中化肥、农药使

用量大，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问

题，屯昌椰子科技小院自去年以来积极推

广以生物防治为主的绿色防控手段，减少

化学农药使用，保护生态环境。目前，生

物防治模式已在200亩金椰子种植区域

成功推广。

海南嘉乐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李贵说：“科技小院的生物防治手段，

如利用胡蜂来有效消灭害虫，正在改变传

统的化学防治方式。生物防治不仅管理

更为先进，也更加环保，为我们的椰子带

来了质量上的双重提升。”

据悉，经过病虫害防治技术改良，去

年以来椰子品质显著提升，上市后市场反

响良好，产量和销量实现双增长。目前，

该公司在屯昌8个镇种植的5万余株金

椰子，均采用“科研单位+企业+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带动农户加入互助合作

社，为打造屯昌县特色产品示范基地提供

了有力的产业支撑。

杨艳表示：“我们进驻的最终目标是

通过绿色防控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实现椰

子病虫害的全面治理，并在更广泛的范围

内进行示范推广，希望将这种绿色防控的

模式推广到全县乃至全省。”

儋州峨蔓镇下浦村

将打造成海南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集生态餐饮民宿、生态康养、智慧养殖、科普研学等业态为一体

推广以生物防治为主的绿色防控手段

屯昌科技小院助力椰子品质提升

生物防治模式已在200亩金椰子种植区域成功推广。（屯昌融媒体中心供图）

收集虫害诱导椰子收集虫害诱导椰子
挥发物的简易装置挥发物的简易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