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华媒代表在三亚市亚龙湾国际玫瑰谷参访

【本报讯】8月
下旬，三亚亚龙湾
国际玫瑰谷的玫
瑰花正处花期，来
自各地的游客徜
徉花海，嗅花香、
品花茶、尝玫瑰花
饼，赴一场浪漫的

“玫瑰之约”。
三 亚 亚 龙 湾

国际玫瑰谷紧邻
三亚亚龙湾国际
旅游度假区，是以

“玫瑰之约，浪漫
三亚”为主题，以
农田、水库、山林
的原生态为主体，
集玫瑰种植、玫瑰
文化展示、旅游休
闲度假于一体的
玫瑰主题景区。

地 处 热 带 的
三亚，想让原产于
温寒地带的玫瑰
大 规 模 落 地 、生
根 、绽 放 并 不 容
易。游客们的“玫

瑰之约”背后，是一位“铿锵
玫瑰”——海南玫瑰谷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莹，
与三亚的一场“玫瑰之约”。

因三亚招商引资的机
缘，杨莹2006年带着团队从
上海来到三亚试种玫瑰，克
服地域、土壤、品种筛选等种
种困难，凭着多年的花卉种
植研究经验和专家的指导，
才成功培育出适合在三亚种
植的15个切花玫瑰品种，填
补了中国热带玫瑰种植史的
空白。

2009年，杨莹到三亚市
吉阳区博后村，租下了2700
多亩盐碱地，经过艰难的土
壤改良过程，让玫瑰在这里

大面积绽放，并通过“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逐步
带动当地村民吃上“玫瑰
饭”。

杨莹与当地村民之间的
产业发展“玫瑰之约”由此开
始。从最开始的卖鲜切花，
到建成玫瑰花观赏景区，再
到借助旅游开发销售玫瑰护
肤品、玫瑰饼、玫瑰茶等系列
玫瑰衍生产品，三亚玫瑰产
业颇受市场青睐，也成为当
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
之一。

三亚亚龙湾国际玫瑰谷
2014年打开旅游大门，从没
有游客到年接待游客150万
人次，玫瑰衍生产品从几个
到 300 多个，从第一个游客
买了80多元(人民币，下同)
的产品到年销售5亿元，这
些年来，玫瑰谷助力村民家
庭年收入从2万元左右增长
到十几万元不等。

玫瑰化妆品套盒、玫瑰
面膜、玫瑰精华液……近日
随 2023 年“行走中国·海外
华文媒体海南行”活动走进
三亚玫瑰谷参访的意大利新
华时报社长朱玉华，在参访

工作之余选购了不少玫瑰产
品。“玫瑰谷是一个非常浪漫
的地方，听了负责人的介绍，
景区发展过程很曲折，但最
终还是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让来自各地的人们能够享用
玫瑰制成的美食以及化妆
品。”朱玉华说，此行的感受
就是，只要奋斗，就一定会过
上如花般的幸福生活。

海南玫瑰谷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硕介
绍说，公司正计划进一步拓
展玫瑰产业链，在博后村新
建一个玫瑰花精油加工工
厂，让玫瑰谷种植的玫瑰花
原料零距离进入生产加工流
水线。未来，还将努力把玫
瑰谷打造成玫瑰产业国际贸
易中心和香精香料集散中
心，带动更多人流、物流、资
金流在此汇聚，让更多村民
吃好“玫瑰饭”“旅游饭”。

2023年“行走中国·海外
华文媒体海南行”活动由中
国新闻社、海南省侨务办公
室和海南省新闻办公室共同
主办，中国新闻社海南分社、
中新社(北京)国际传播集团
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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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在中国知名旅
游度假城市海南三亚，有一
个紧邻三亚亚龙湾国家旅游
度假区的村庄，道路整洁干
净，公园树绿水清，数十家风
格各异的民宿院落掩映在重
重树影中，时常有远道而来
的游客闲庭散步，享受美丽
乡村之旅。

这便是近年来知名的
“网红”村庄——三亚市吉阳
区博后村。博后村是一个黎
族聚居村庄，距三亚市区约
20公里。毗邻亚龙湾热带天
堂森林公园、亚龙湾国际玫
瑰谷等景区。

博后村村委会主任苏少
洪介绍说，博后村的土地是
盐碱地，过去种植椰子和养
猪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但传统种养业不仅没让村庄
富起来，养猪还让村里的环
境变得“脏乱差”，养殖废水
在洼地汇聚成“臭水塘”。

2017 年 6 月，当地政府
在博后村开展美丽乡村建
设，先后完成雨污水管道铺
设、道路硬板化等基础设施
改造，以及游客中心、广场、
湿地公园等配套工程建设，
民居外立面和绿化美化景观
提升，村容村貌发生了极大
变化。村里的“臭水塘”经过
生态治理成了风景秀丽的湿
地公园，取名哎岬湖（哎岬，
当地方言，寓意爱情和幸
福）。苏少洪带领村民们以
此为契机，发展起了民宿产
业。

“目前博后村共有特色
民宿61家，客房1863间，是
海南最大的民宿村之一。”苏
少洪说，产业发展带动了村
民增收，博后村村民的人均
收入从2012年的5200元（人
民币，下同）增长到2022年
的29500元。2023年春节期
间，博后村民宿入住率达到

94％以上，累计接待过夜游
客达4万多人次，旅游总收
入高达2640.8万元。

在村里一家名为子水清
庐的民宿，负责人陆冬琴告
诉记者，这家投资3000多万
元的民宿，客房每晚房价过
千元，但不愁客源，很多知名
人士慕名前来体验。

苏少洪说，村里80%的
民宿由外地投资者租赁村民
的闲房子改造发展而来，年
租金多的每年五六十万元，
最低也有十多万元，租期最
长二十年。租期过后，这些
民宿会全部留给村民。

“我现在跟村民们说，发
展产业不要停留在收租金的
阶段，要努力学习民宿经营，
租期过后自己要学会当民宿
老板。更重要的是，要教育
好下一代，知识改变命运。”
苏少洪说。

博后村的产业发展之路
不会止步于此。苏少洪说，
下一步，博后村将持续发展
特色民宿产业，并依托特色
黎族文化和乡村旅游资源，
围绕丰富游客体验做更多产
业发展的文章。

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一景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一景

三亚网红“民宿村”见闻：
“臭水塘”蝶变“哎岬湖”
“闲房子”成了“钱袋子”

■ 2023年 8月26日（星期六）

■ Saturday, August 26,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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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永 芳（左 三）与 中 新 社 副 总 编 辑 张 雷（右 三）、
中 新 社 海 南 分 社 社 长 杨 旭（左 二）、海 南 分 社 总 编 辑
尹海明（右二）、中新社（北京）国际传播集团海南分
公司总经理冯岛（右一）等摄于活动现场

【本报讯】“在海南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参加了海南
七仙温泉嬉水节活动，我从
当地人脸上的笑容中，能感
受到家乡海南民众的生活越
过越好，幸福满足。”马来西
亚《亚洲时报》执行董事兼编
务总协调符永芳受访时说，
海南从前生活不便的一些场
景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
个很大的变化。

对祖籍家乡海南的时时

挂牵，让今年74岁的符永芳，
不顾旅途辛劳，从马来西亚
沙巴飞到海南岛，参加2023
年“行走中国·海外华文媒体
海南行”活动。6天时间里，
每到一地她都细细观察，把
每一处变化都记在心里。

符永芳的父母上世纪四
十年代从当时的海南文昌昌
洒镇昌茂乡鲁宅村移民南
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她
跟随父母亲返琼，那是她第

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
“我还记得当年返回祖屋

时乘坐的‘面包车’，每走不远，
车轮就会深陷松软沙土里动
弹不得，全车乘客须下车，老
年人与小孩在路旁等着，年轻
力壮的乘客就协助推车，如此
折腾几回后才到达老家。”符
永芳回忆说，当时父母亲还带
了许多家具电器返琼，但因为
电压不稳定，大多家电都损坏
了，“而今天已时移世易，全球
各地的家庭都在购置中国制造
的家具与电器。海南岛有了环
岛高铁，公路也四通八达，祖籍
家乡已然旧颜换新貌。”

符永芳2017年时也曾参
加“行走中国·海外华文媒体
海南行”活动回琼考察过，短
短六年时间，家乡的变化又令
她惊喜。“耳听千遍，不如亲身
体验一遍。”符永芳说，海口江
东新区建设规模大、环境优
美；文昌打造国际航天城，走
在了科技发展的前沿……

“走在路上，看到沿途细
细高高的槟榔树和椰子树，记

忆中的家乡就是这样的景
象。”符永芳说，此次回到海南，
看到这里发生了如此多变化，
心中就浮起一个念头，“我是
在替父母观赏家乡的风景，见
证海南的发展。”

“无论何时何地，海外侨
胞始终关注祖籍国家乡的情
况，这是深藏在血液中的情
感。”符永芳说，马来西亚的海
南侨胞每年都会举办各种活
动，把海南的风俗习惯和文化
保留得非常完整，“包括我的
孙子一辈，我跟他们讲华语，
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中文，
我也鼓励孩子们来中国上学
读书，希望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加深对祖籍国的了解。”

此次行程中，符永芳对
“家乡味道”很关注，在文昌参
访时认真向当地厨师请教海
南名菜文昌鸡的做法。她说，

“我很喜欢吃海南的特色美
食，自己在家也会做，比如文
昌鸡，但总觉得味道不够正
宗，这次回到海南，又尝到了

‘妈妈的味道’。”

符永芳是此次活动中唯一
一位祖籍海南的海外华文媒体
人士，在行程即将结束的晚餐
上，她站起来给身边的海外华文
媒体朋友们每人夹了一块文昌
鸡，开心地说，“这是我家乡的
菜。”

由中国新闻社、海南省侨
务办公室和海南省新闻办公室
共同主办，中国新闻社海南分
社、中新社（北京）国际传播集团

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承办的
2023年“行走中国·海外华文媒
体海南行”活动8月19日至24
日举行，吸引来自美国、意大利、
加拿大、巴西、日本、泰国、马来
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14
个国家的20位海外华文媒体人
士到海南考察采访，感受海南自
贸港发展活力，体验黎族苗族特
色文化，领略海南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生态之美。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亚洲时报亚洲时报》》执行董事兼编务总协调符永芳执行董事兼编务总协调符永芳：：
家乡海南的生活洋溢着幸福家乡海南的生活洋溢着幸福

8 月 23 日，符永芳参访三亚市博后村时拍照留念。
中新社记者 骆云飞 摄

【本报讯】3 年 疫 情 ，印
尼各行业进入停顿状态，
进 入 2022 年 开 始 复 苏 ，
2023 年 进 入 振 兴 年 代 ，各
行业于坚强的生命力迈步
前进。

2023 年 7、8 月 伟 大 的
季节，各行业传来喜讯。

印华作协万隆分会于今
年4月16日成功选出第六届
新届理监事团队，于 5 月 20
日成功举办第一次会议，于
8 月 6 日上午成功举办作协
万隆分会领导带领文友与非
文友旅遊团队到万隆东区巴
达拉朗新城湖上西爪特色餐
厅聚餐联欢，度过美好的星
期日欢乐遊。

这 次 创 意 的 旅 遊 ，作
协万隆分会主席洪念娟己

于月前开始筹备，计划，安
排尽善尽美，让参加旅遊
聚餐欢乐遊的文友们获得
美好的时刻纪念回忆录。

由洪念娟主席，副主席唐
锦欢，池兴瑞，辅导主席高鷹，
委员文苗，财
政刘仁经，陈
丽君，会刊负
责 人 郑 平 与
理事家人，文
友等于 8 月 6
日上午 10 时
在 新 城 瑞 典
家 器 超 市
IKEA 前集合
后，由洪念娟
帶 队 到 达 新
开 发 的 湖 上
餐厅RM San-

cang Parahyangan K BP欢乐聚
餐，互相交流文友情，赏吃美
味的西爪菜肴，3小时联欢聚
餐，让文友们在暖和的阳光
下，新鲜湖上微风吹送下，新
鲜炸，烤鱼，鸡肉等菜类让文

友们赏吃特别的心情下，特色
的餐厅，来回渡船上下餐厅的
时刻心情留下难忘的回忆。

40 多位欢乐旅遊团员
各留下美好的印象，有互
相帮助不明回程万隆而顺

路送到文友家门的关怀友
情的感愿，有没参加而希
望还有下一次参加活动的
文友感言。

洪念娟写有如下感言:
经过三年疫情的肆虐,

大 家 困 在 家
中不敢出门,
今 天 带 大 家
出 门 聚 餐 散
心 ，游 山 玩
水，虽然没有
开讲座会，但
好 久 文 友 们
没见面，趁此
机 会 互 诉 衷
情 。 如 今 疫
情 虽 然 有 所
好转 ,只是还
没完全结束，

希望大家好好保重身体。
今天到场的都是六七十岁
以上，很多走路也不方便，
希望能发动更多懂华文的
年轻人加入我们作协的队
伍，推广发扬光大华夏文
化。

附：文友创作的诗歌
新城游
佳龄新城半日游，
聚餐叙旧交新友。
湖光山色入眼帘，
尽兴而归乐无忧。
新城半日游
新届理事一颗心，
城外景点候众临，
半天聚餐度光阴，
日头高照天人亲，
游山玩水永欣幸。

万隆印华作协分会供稿

印华作协万隆分会欢乐聚会度过美好的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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