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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温度
“大经济”与“小民生”的有机结合

那列载满矿石的小火车，停在老昌江人的记忆里。小火

车叮叮当当驶过石碌镇，洒落铁轨的矿渣，洒满一座城市数

百年的时光。

欣欣向荣的矿石工业，让昌江得名“铁城”。然而，数百

年间的开采，让露天铁矿资源趋于枯竭。2011年，昌江被国

务院列入全国第三批“资源枯竭城市”。昌江走到经济转型

的十字路口，关乎这座城市25万人的生计。首当其冲，是为

工业寻找新的出路。

自2018年起，石碌铁矿正式从露天开采转向地下开

采。作为传统的工业城市，昌江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

积极发展以清洁能源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新兴工业。

2024年，昌江清洁能源高新技术产业园工业生产总值达到

95亿元，截至当年底，园区企业全口径税收达到7.81亿元。

正在建设的昌江核电二期项目和全球首个陆上商用模

块化小型反应堆“玲龙一号”，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

罗西的高度肯定。格罗西指出，中国的核电发展为世界提供

了典范，“玲龙一号”示范工程为全球小堆发展树立标杆。

昔日“铁城”，如今朝着“科技之城”迈进。2022年4月，

昌江入选生态环境部“无废城市”名录。引进资源循环利用

企业，落地新型环保建材项目，2024年，昌江铁矿废石尾矿综

合利用规模达到1100万吨/年，大宗固体废物利用产值达到

5.2亿元。

工业转型为昌江带来经济振兴。与此同时，昌江也在推

动经济多元化发展，在“大经济”与“小民生”上做文章。

一个个小方框，划在昌江人民北路的路边，几位擦鞋匠

坐在各自的框内，手中拿着等待修补的鞋子；另一些更大的

方框，划在东风路的延伸段，一辆辆销售水果的三轮车停在

框内，采买的市民围满方框。

占道经营影响市容市貌，小商小贩也要养家糊口，最细

微的经济末端，反映最广泛的民生需求。画上黄线，划出方

框，昌江规划了十余个临时疏导点，来自自家农田的瓜果蔬

菜，摆上城市的街头；破损的家电鞋服，家门口就可以维修。

市容市貌与养家糊口得到有机结合，一个个小方块，体现一

座城市对民生的温度。

当河北社区河北东一区装上崭新的声控灯，灯光亮起，

映照居民的笑脸；当东海河变得水清岸绿，微风拂过，沁润熙

熙攘攘的游人。

2019年以来，昌江积极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58条背

街小巷全面升级，城镇新增就业17574人，开发乡村公益性

岗位累计8073人次。

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文明城市创建质效，推

动文明乡风建设。昌江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各方面全过程，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记忆里的小火车，叮叮当当驶过木棉花海。民生幸福指

数提升的背后，是一座“铁城”转型升级的故事。而故事还未

讲完，美丽的山海黎乡，还有新时代的传颂。

生态绿度
人与自然的相生相依

沿着昌化江向西而去，它的入海口，如今是一片

绿意。围棋大小的鹅卵石点缀其间，这里是望不到

边的“绿色棋盘”，是棋子湾最美的模样。

66岁的陶凤交站在这里，深情的目光回望过

去。33年前，这里是一片荒滩，即使是微风拂过，也

能卷起漫天尘埃。每当风雨天气，由于缺乏植被的

保护，这段海岸线总是掀起滔天巨浪，不少渔船在此

遇险。

种树，只有种树才能改变这一切。从1992年

开始，陶凤交和姐妹们主动承担在这片沙漠中造

林的重任。她们头顶烈日，脚踩滚烫的沙地，挑

起上百斤重的苗木，日复一日，只为让木麻黄树

在这里生根。

这支“植树娘子军”前赴后继，用一次次烈日下的

奔波，凝固了流动的沙丘，换来一片绿意的棋子湾。

陶凤交和姐妹们的身后，是整个昌江、全体人民

对于绿水青山的追求。“十四五”期间，截至 2025 年

3 月，昌江累计完成造林绿化面积3.38 万亩，全县森

林覆盖率达 62.59%。

曾经如同伤疤的矿坑，变成山清水秀的“绿盆”；数

百名矿工，转型为花草工。从2018年至今，石碌铁矿

完成复垦绿化面积上千亩，人工植树超过130万棵。

64岁的陈庆，生在霸王岭，儿时的记忆里，抬头

几乎望不到天空，眼前只有遮天蔽日的高大树冠，

“偶尔能看到几只长臂猿在树梢掠过，它们就像我的

朋友。”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海南长臂猿的数

量仅剩不到10只。

1980年，霸王岭自然保护区成立。陈庆成为一

名护林员，守护他的“朋友们”。

2021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正式设立。经

过几代人接续努力，海南长臂猿数量达到7群42只。

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以来，海南

长臂猿栖息地面积至少扩大4000亩。近5年来，公

园发现新物种超54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

这片绿水青山，也在回馈一方百姓。凭借优良

的生态环境，昌江得以打造“春赏木棉红、夏品芒果

香、秋游棋子湾、冬登霸王岭”的全域全季全时旅游

品牌。2024年，昌江全县总接待游客283.26万人

次、增长 10.9%；旅游总花费累计 16 亿元、增长

11.8%，接待游客及旅游收入创历史新高。

曾经交通不便的王下乡，成了民宿旅游的时尚目

的地；曾经荒芜的棋子湾，成了许多人的心之所向。

当一道道刻在大自然的伤疤得到愈合，写进人

类生态文明发展史的昌江故事，也在续写新的篇章。

文化厚度
穿越时光的薪火相承

2012年2月，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昌江黎族自治县博物馆组成

的野外考古队，对王下乡的钱铁洞遗址进行考察和试掘。

大家在钱铁洞下洞挖掘和采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160

余件，其中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手镐等，在上洞采

集到石片、烧骨和动物化石碎骨，初步确定遗址的考古学年

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地质学的年代属于晚更新世晚期，距

今2万年左右，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遗址属于同时代遗

址，说明海南岛在2万年前左右就有古人类活动。

昌化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文化就此成为海南岛目前发现

最早的史前文化遗址。

2万年间，人类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在昌化江流域

采集的陶罐残片，见证一个民族的发展历程。

山上的黏土，加水混成泥团，搓成泥条，一圈一圈，盘成

陶罐的雏形。河里的贝壳，为它打磨，摆在屋外经受暴晒，

等待进入烈火的那一刻。

黎陶技艺传承数千年，这是泥土凝成的文化，烈火燃出

的遗产。海南昌江《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人刘梅珍还记得羊拜亮老人说过的话：“万物有灵，尊重万

物。”

11岁时，羊拜亮跟随母亲学习制陶技艺，此后数十年，

她的人生如同照亮半空的熊熊火焰，只为护佑古朴的黎陶

浴火而生。

“魑魅魍魉，速去勿来；请诸速行，勿在此乱；架火炎烧，

是将以陶；佑我造器，佑我无败。”用黎语念出的祈祷词，是

羊拜亮的匠心，她的身后，凝聚越来越多的匠人。

如同一场接力赛，羊拜亮把接力棒传给刘梅珍，刘梅珍

则将传统技艺进行现代化设计，成为昌江重要的文旅品牌。

从生活用品，到艺术作品，设在保突村的保突黎陶制品

专业合作社，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辐射带动周边村民就业

约200人，人均年增收超10000元。

黎陶和黎锦所代表的民族文化，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

昌江百姓，催生人人向上、人人向好的文化风气。

记录188种鸟类，守护一方湿地的薛美丽，入选2024

年第一季度“中国好人榜”；传承黎陶技艺，带动乡亲致富的

刘梅珍，成为“感动海南”2022十大年度人物。

在她们身旁，站着一位又一位来自昌江的好人们。近

年来，昌江多人荣获“全国模范教师”“新时代海南好少年”

等荣誉，进一步提升这座城市的文明指数。

昌江始终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加强英模人物

学习宣传，在全社会形成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通过推动

文化繁荣发展，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深

厚滋养。

昌江，成为海南省首个获评全国文明城市的少数民族自

治县，是薪火相传的文化厚度给了它基础，是持之以恒的生

态绿度给了它升华，更是精准到位的民生温度给了它动力。

随着成功获评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昌江也成为海南省首个获评全国文明城市的少数民族自治县。荣誉的背后，不仅体现昌江的城市文明建设程
度，也是对海南省少数民族市县现代化治理能力的充分肯定。

全国文明城市是全国所有城市品牌中含金量最高、创建难度最大的一个，是反映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最高荣誉称号，也是最具价值的城市品牌。
全国文明城市不仅是荣誉称号，更是文明标杆。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县政府从2019年开始朝着这个标杆前进，以创建为民、创建靠民、创建惠

民为宗旨，通过高位统筹、机制创新，民生提质、痛点攻坚，文明浸润、新风引领，推动创建文明城市向建设城市文明的整体跃升。跋涉6年时间，
全体昌江人民终于把标杆握在手中。

回过头看看来路，跋涉的过程，也是一座城市从内到外焕然一新的改变过程，它与荣誉称号同样重要。
事实上，从经济、人口、面积等角度，昌江并不是海南省内数一数二的“大县市”，却实现“首个”的突破。有人问：为何是昌江？
当中国城市治理迈入新的时期，来到以人为本，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阶段，昌江的突破，正在为中国数以千计的县市带来启示。

南国都市报记者贺立樊

自 2019 年启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以来，昌江黎族自治县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
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届接着一届创，最终成功获评第七届全国
文明城市。

在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征程上，昌江不断加强组织领导，深化改革创新，广泛动员社会参与，构建全域文明创建
新格局；大力培育和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
建设融合发展；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居民文明素质显著提升，全县进一步形成了向上向善的良好社会风尚，
书写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山海黎乡新篇章。

一座城市的荣誉，注定属于这座城市的人民。就像很多昌江人常说的：“创建文明城市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
每个人的事。”

当石碌铁矿的露天铁矿资源趋于枯竭，露天采矿被关闭，矿工们的生计，是一个家庭的前途，也是一座城市文
明程度的侧面反映。

当小商小贩的摆摊经营，与城市管理相冲突，商贩的营生，关系家中老小的未来，也关系一座城市对民生最细
微之处的尊重。

当棋子湾的风沙渐起，裸露的沙土地，让附近乡亲的生活蒙上灰尘，也让一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蒙上阴影。
当老旧社区的楼道灯不再明亮，居民连日常的上下楼都成问题，出行受阻的同时，一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也会

受到阻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并不是朝着一个荣誉简单冲刺的单线进程，而是完成每一件城市管理的小事之后的水到

渠成。
当工业得到转型，矿工有了新的岗位，一个家庭有了前途，一座城市也就有了前途。
当便民疏导点如春笋林立，养家糊口与市容市貌得到有机结合，一家老小有了笑脸，一座城市也就有了希望。
当一方山水受到保护，声声猿啼伴随着越来越宽广的绿地，旷野变得美丽，一座城市也会变得欣欣向荣。
当老旧社区有了崭新的模样，居民们感受到真切的变化，内心也随之而动，投入到一座城市向更好发展的进

程中。
当更多的点滴变化，出现在这座城市，这背后凝聚的是全体昌江人民的力量，让一座城市从内到外焕然一新

完成蜕变。
而这，正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意义——前进的过程，才是价值所在。 (南国都市报记者贺立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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