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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小苏州” 开启古村游

重点投资项目建设进度不断加快

“尚书故里”成为打卡新景点
定安历史文化悠久，在这里，游

客可以漫步 500 多年的定安故城，找
寻美好的旧时光；可以在古村落感受
古朴自然的原始村貌……散发着古韵
古香的定安每年吸引不少游客探访。

 古城寻古韵

依南渡江而建的定安故城坐落在
定安县以北的定城镇老城区，始建于
明成化二年（1466 年），曾繁华热闹
一时，素有“小苏州”之称。

漫步定安故城，古韵气息扑面而
来。青石板铺设的路面，被世世代代
无数的鞋底和车轱辘磨出了光泽。古
城墙城砖由和着糯米汁、砂糖的石灰
粘合而成，保持着历史沧桑。古城街
道还保存着一条长长的古老街市，一
排排整齐的南洋骑楼里，经营着各式
传统的手工艺。

“古城城墙现仅存西门、北门以
及 1000 多米古城墙。”定安县博物馆
馆长苏逊介绍，古城遗存众多文物古
迹，有解元坊、清潭亭、县官衙、百
年老街骑楼等历史遗迹。2019 年，定
安故城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在古城发现老县衙二堂后，我
们对古县衙进行修复重建，2019 年正
式面向游客开放。”苏逊说，修复后的
老县衙有前庭、仪门、大堂、二堂、三
堂、议事厅、衙皂房、八角亭、麒麟壁、
夫子院等，是海南目前唯一保留完整
的县衙建筑。据介绍，定安正着手编
制定安故城遗址文物保护规划。

古村见爱情

“来到皇坡村，‘爱情树’是一
定要看的！”定安县岭口镇岭口村委
会副主任王树飞说。

皇坡村位于定安县母瑞山脚下，
有元文宗与青梅的爱情传说。相传元
朝皇子图帖睦尔流放海南避难时，与
本地姑娘青梅一见钟情，为见证忠贞
爱情共同种了两棵榕树，树长大后相
互缠绕融为一体，后人称为“爱情树”。

“我们当地村民结婚时都会来
‘爱情树’下祈福，寓意白头偕老终
生相爱。”王树飞说，“爱情树”已
成为皇坡村发展乡村旅游的主要标志
景点，正在全国院线上映的电影《南
溟奇缘之爱情树》的主要取景地之一
就是皇坡村爱情树。

古树现奇观

以“亚洲榕树王”出名的后岭村，
也是定安的热门打卡地。该村有一棵
古榕树，冠盖如云，连接地面的大小
树干多达 262 枝，占地达 9.8 亩，树
龄近 800 年，成为当地一道独特景观。

如今，古榕树不但成为当地村民
祈求平安的福地，慕名而来的游客更
是被其“独木成林”的壮观景象所震
撼。“只有亲眼目睹古榕奇观，才能
深切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画
师陈益君经常到此处写生，他将作画
过程在社交平台上直播引来不少网友
称赞。�
� （文 / 符宇群）

被列入海南省重点项目的海南绿
筑装配式产业基地近日在定安正式建
成投产，基地现场内各类机械、车辆
轰鸣声不断，一派繁忙的施工生产景
象。

“基地一期项目总投资超 2 亿元
（人民币，下同），建成投产后可
实现年产值 4 亿元左右。”定安绿筑
集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家华介
绍，公司主要生产装配式构件，设置
3 条生产线，正式投产后预计产能达
到每年 10 万 -15 万立方米。

“近年来，海南大力推进装配式
建筑产业发展，装配式建筑产业作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新的经济增长点，将
迎来新一轮政策利好。”张家华说，
目前公司正与有意向合作的企业洽谈
订单，“我们十分看好装配式建筑产
业的发展前景。”

在定安县定城镇塔岭开发区的定
安喜福肉联厂项目施工现场内，近
150名建筑工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
“工人争分夺秒赶进度，目前项目进
度完成 20% 左右。”海南喜福食品有
限公司建设单位现场负责人刘自国介
绍，项目总占地面积约为 50�亩，计
划投资超 1 亿元，主要建设屠宰车间
及配套冷库。

刘自国说，该项目建成后预计年
屠宰生猪 100 万头、牛 4 万头、羊 7
万头，屠宰量能覆盖定安全县并辐射
海口及琼北地区，将为防控动物疾病
和保障肉类供给发挥积极作用。

今年以来，定安重点投资项目建
设进度不断加快。2022 年，定安县
重点投资项目计划项目 135 个，计划
总投资 396.28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0.43 亿元，涵盖基础设施、产业发展、
公共服务等领域。在抓质量、保安全
的前提下，定安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
设，确保定安 2022 年一季度投资项目
“开门红、开门稳”。� （文 / 琼宇）

位于海南省定安县雷鸣镇的龙梅
村，有着六百多年的历史，是明朝礼
部尚书王弘诲的故里。龙梅村迄今保
留有王氏宗祠、太史坊、王弘诲故居
等文物古迹，2016 年被评为“中国传
统村落”。

龙梅村村口有一座“王弘诲故里”
门坊显得气势雄伟，门坊一旁的文化
墙则细数记录了王弘诲的生平事迹以
及十大历史贡献。据记载，王弘诲自
幼聪颖好学，19 岁中广东省乡试举人
第一名，23 岁中乙丑科进士。历任庶
吉士、国子监祭酒、南京礼部尚书等
职，卒后被朝廷赠太子少保，享誉一
代名臣。

“这是村民自发集资 120 多万元
在村口建的王弘诲文化广场，于 2019
年落成。”王弘诲直系第十五代后裔
王明照介绍，广场由“王弘诲故里”
门坊、王弘诲文化墙、尚书亭等组成，
现成为定安县观光旅游的打卡新景
点。

进入龙梅村，远远可见古色古香
的八角殿，这是王氏宗祠的前殿。王
氏宗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是一座四
合院式建筑，由山门、八角殿、正殿、
二侧庑廊组成。宗祠内存有康熙丙申
（1716 年 ) 翻刻的万历皇帝诰封王弘
诲及其妻周氏之诰封文匾一块。1994
年，王氏宗祠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太史坊位居王氏祠堂一侧，始建

海南省唯一的湖泊型国家级湿地公园——南丽湖国家级湿地公园。� 程守满 摄

定安：一汪清水“润”民生
在海南省定安县龙湖镇文头岭

村，有一座雅致的“庭院”。“庭院”
内绿草如茵，“庭院”外的池塘边种
植着各类香草，鱼儿在清澈见底的水
中游曳，呈现出一幅美好的生态田园
画卷。

“这座‘庭院’是一座地埋式一
体化污水处理站，村民们排放的污水
通过地下管网收集流到这里，经处理
达到排放标准后，排入香草田园的景
观鱼塘，最终实现污水再次利用。”
定安县生态环境局污染防治管理岗主
任吴秀才说。

这是定安县已完成 300 多个村
庄农村污水处理项目建设的一个缩
影。通过治理生活污水而带来的一汪
清水，为文头岭村的发展带来新生
机——村里建设的香草田园共享农
庄，已成为海南知名的乡村旅游目的

地。
该共享农庄执行总经理符永康介

绍，农庄一期规划建设面积 345 亩，
已建成旅拍婚摄花海、香草种植示范
园、主题花园餐吧、游乐园、拓展团
建基地等配套设施。目前二期项目正
在加快建设，以香草文化为主题的民
宿即将建成，三期项目规划打造香草
观光加工厂。在共享农庄内，游客可
以近距离接触、认识香草，享受特色
的乡村休闲游。

离文头岭村不到 10 公里，就是
琼北最大的人工淡水湖——南丽湖，
乡村水治理为保障一湖碧水打下了
坚实基础。依托南丽湖约 12 平方公
里的湖面，当地已打造了海南省唯
一的湖泊型国家级湿地公园。云浮
绿水、鹭舞白沙、鱼翔浅底，环湖
路上鲜花绽放，置身南丽湖畔，宛若

梦里水乡。
南丽湖不仅为近万公顷的良田提

供优质水资源，�也成为当地发展旅游
产业的重要依托。当地通过修建环湖
旅游公路、举办环湖自行车赛等活动，
努力打造乡村湿地旅游项目，吸引八
方游客。

吴秀才介绍，定安计划到 2025
年底完成所有村庄生活污水治理设施
建设。

生态环境被视为海南发展的“最
大本钱”，海南历来重视生态环境治
理。进入 2022 年，海南部署全省系
统推进“六水共治”（治污水、保供水、
排涝水、防洪水、抓节水、优海水），
将之作为“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保
护的重中之重，�以保护好海南岛的“肾
脏”。���

紧邻海南省会海口的定安，近年

来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对水环境治理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一样，定安也在加快城镇生活污
水治理。

今年 1 月中旬，定安县定城镇污
水处理厂二期项目实现试通水。记者
在现场看到，污水经过数十道工序的
处理，变成清澈无气味的水流，最终
从出水口流入潭榄溪。

“我们的污水处理采用的是 A2/
O 处理工艺，具备同时去除有机物和
脱氮除磷的功能。”定安县水务有限
公司董事长曾蕙说，二期项目正式投
入使用后整个厂区污水处理能力可达
到每日 3 万吨。

水治理没有终点，只有进行时。
目前，定安已成立了“六水共治”领
导小组，设立工作专版，制定了的时
间表、路线图。定安县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杜丙超受访时说，未来五年定安
将从污水治理、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
统筹实施防洪排涝工程、全面推动实
施节水优先战略等四方面推动“六水
共治”，努力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综
合治水示范样本。
 （文 / 琼宇）

龙梅村内的文物古迹——太史

坊。� 凌楠 摄

于万历二年，是右副都御史殷正茂和
巡抚广东监察御史张守约，为国史官
王弘诲立的纪念物，故称“太史坊”。
太史坊是海南现存最完整的明代石牌
坊，其造型古朴雄伟，1994 年被列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王弘诲故居为三进式砖瓦结构房
屋，正屋为海南民居中最为宏大的 19
瓦路大厅堂，宽敞明亮，可见其昔日
的阔气。故居木质架构仍保留着建造
时的旧模样，不过公阁的精美木雕早
已残缺不全。院内墙角上宽厚的石板
条皆长青苔，大石盆、石缸、磨盘、
石柱础摆放在庭院的角落里，斑驳老
旧。

“三朝硕士，一代伟人。”今年
已 81 岁的王明照，谈及祖先王弘诲
的历史功绩时仍显激动。他说，万历

四十五年王弘诲仙逝于龙梅府第，万
历皇帝闻讣，赐祭葬，谕赞王弘诲“惟
卿三朝硕士，一代伟人”。

王弘诲一生关心教育事业，“奏
考回琼”是他为海南教育做出的巨大
贡献。王明照介绍，万历四年，王弘
诲上《奏改海南兵备道兼提学疏》获
皇帝恩准，在琼州设立院试考场，从
此以后琼州儒生都在琼州应试，不需
再踏海历险。为感激王弘诲所做贡献，
琼州儒生集资为其在定安县城兴建一
座生祠以示纪念，在海南独此一例。

王明照说，王弘诲退休回乡后，
仍不忘推进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在
龙梅村西南约 1 公里的永济桥旁，建
造定安第一座古塔——龙门塔。“里
面设有藏经库，收藏了大量珍贵的经
书典史，可惜古塔在日军侵琼时被破
坏，遗迹无存。”

王弘诲的种种努力，振兴了定安
学风。时至今日，龙梅村读书风气依
然浓郁，考上名牌大学的学子源源不
断。

毕业于暨南大学的王明弘，是王
弘诲直系第十五代后裔，如今在深圳
从事媒体行业。他说，每年龙梅村都
为升学的学子举行隆重的欢送会，崇
学重教的文化传承正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后人，学子们虽远在家乡之外，仍
心怀感恩之心，每年通过村里的基金
会捐资，勉励更多学子积极求学。
� （文 / 符宇群）

定安“亚洲榕树王“占地面积近 10 亩，吸引游客探奇。定安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