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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向南·琼海潭门：南海风情 渔村新貌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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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门镇，地处海南省琼海市东部沿海，行
政区域面积为89.5平方公里，人口约2.9万
人。千百年来，潭门人远下重洋，耕海为业，从
最初的水上渔家，到依岸而居，再到渔村、渔
镇，潭门人的生活离不开“渔”。

2013年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潭门
镇，鼓励渔民“造大船、闯大海、抓大鱼”。

近年来，潭门镇发生了巨大的喜人变化，
坑洼的道路变得平坦、宽敞，路边的房屋是浓
郁的南海风情，还有根据渔灯制作的路灯，时
尚的气息扑面而来。

原来潭门镇在继续做好传统海洋捕捞业
的同时，挖掘耕海文化，引导渔民做强海鲜餐
饮业，发展渔家民宿……从传统渔业小镇，转
变为独具渔家特色的新型旅游小镇，就是潭门
镇的求变之道。

7月13日~15日，“沿习之路”南线采访团
队来到潭门，亲身感受了这座别具南海风情特
色小镇的独特魅力。
郑报全媒体记者 安学军 王军方 翟宝宽
马健 夏普 张祎 程红森 陈君平 文/图/视频

小镇独特的南海风情和南海博物馆厚重的文
化气息不断吸引着众多游客来到潭门旅游度假。

游客多了，产业也就活了。很多当地的渔民抓
住机遇，走出了新路。

在潭门码头紧邻的富港街，已经形成了一条以
海鲜为特色的餐饮一条街。富港街入口处，有一家
叫“金港海鲜楼”。看到我们车队的牌照，一位服务
员热情地走了过来，用乡音给我们打起了招呼。原
来，她是河南南阳人，几年前在广州打工时认识了
老家在潭门的老公，这几年海鲜生意比较好，她跟
随老公一起回到了潭门发展。

离富港街不远处，就是潭门休闲渔业码头。轰
鸣的马达声中，几艘渔船从港口出发，载着很多游
客出海游玩。

“每到节假日或者周末，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是
爆满。”1980年出生的符名林是地地道道的渔民
出身，现在经营着一家在当地颇有名气的民宿，以
前下海捕鱼，现在“洗脚上岸”，生活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

他的民宿名字很文艺，叫“无所归止”，距离潭
门港不远。民宿从整体风格到内部设计，灵感都来
源于潭门的当地传统文化。虽然没有大景区作为
依靠，但这栋只有十来间客房的民宿自2018年5月

开业后，已经接待了 5000多名游客，产生经济效益
超过100万元。

高中未毕业就辍学，从小就跟父亲出海，谋求
转型发展的念头早早地在符名林心中埋下了种子。

2013年以来，潭门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那以后来潭门的游客越来越多，我们觉得办民
宿是一个很不错的行业。”2017年，符名林和朋友一
起，租下了石碗村的一栋两层小楼，改造成为具有
渔家风情的民宿。从民宿的主楼向海滩走去，依次
是一个大院子和一座船屋。登上几级台阶来到船
屋的甲板，甲板上摆放着船木做的桌子和长凳，坐
上去犹如在大海中行船。

符名林的民宿，不仅有家的温暖，更有别样的
渔家体验。住在民宿的客人，可以吹海风、赶海捞
螺等。有客人想出海游玩，就推荐到潭门休闲渔业
码头，乘坐休闲渔船去玩。

“潭门的海是我们的共同财富。”符名林说，“目
前，潭门的民宿还是很少，我想争取在几年内把门
店发展壮大，吸引更多渔民加入进来，不再单纯地
靠海吃海，为潭门人闯出一条更好的致富路，也为
后代保留一片蔚蓝的大海。”

7月 15日，晴，温热的风从海面吹过来。潭门，
这座渔港小镇，生机勃勃。

沿着潭门中心渔港的道路慢慢走，随风入鼻的是海的味道，抬眼所见
是海的风光，让人处处感受到海韵渔味。远处，不少游客被一栋风格独特
的建筑吸引着脚步，这就是位于潭门中心渔港的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整个场馆建筑造型采用海南黎族特有的船形屋为元素来设计建
造，取义‘丝路逐浪，南海之舟’，由中国工程院何镜堂院士主持设计。
屋顶上方采用4万余片异形铝板拼接而成，参照鱼鳞的形状，看似不规
则的白色灯板则象征着南海诸岛上分布着的众多岛礁。门口的台阶
像海浪一样的设计，则有‘踏浪而上’之意。”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副
馆长辛礼学介绍说。

在潭门，南海博物馆每天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参观了解南海文化。“从去
年4月份开馆到今年7月8日，我们博物馆共接待观众近70万人次，今年以
来，接待人数已达25万人次。”辛礼学说。

目前，馆内有基本陈列《南海人文历史陈列》和《南海自然生态陈列》，专
题展览《八百年守候——西沙华光礁I号沉船特展》《探海寻踪——中国水
下考古与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临时展览《海南省与东盟友城交往成果
展》等，充分展示南海人文历史、自然生态、文化遗产保护等，促进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90后的李浠源是河北廊坊人，去年10月份，她通过招聘成为了南海博
物馆的一名讲解员。

“我的初心就是想通过自己把中国南海的历史和故事讲给别人，让每
一位观众更懂中国南海。”随着潭门旅游业的兴起，来南海博物馆的观众也
越来越多，博物馆内跟李浠源一样的讲解员很多时候需要一天两次讲解，
一次讲解时长在70分钟左右。

蔚蓝大海上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7月15日，郑报集团“沿习之路——我和我的祖国”国家极点寻访南

线采访团队来到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
直播记者在潭门大桥上看到，位于潭门镇的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非常引人注目。
南海博物馆内有《南海人文历史陈列》和《南海自然生态陈列》，有专

题展览《八百年守候——西沙华光礁I号沉船特展》《探海寻踪——中国
水下考古与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等，展示南海人文历史、自然生态、
文化遗产保护等，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
合作。

随后，直播记者来到一家在当地颇有名气的民宿，1980年出生的符
名林是地地道道的渔民出身，现在当起了民宿老板，生活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

“潭门的海是我们的财富。”符名林说，“目前，潭门的民宿还是很少，
我想争取在几年内把门店发展壮大，吸引更多渔民加入进来，不再单纯
地靠海吃海，为潭门人闯出一条更好的致富路，也为后代保留一片蔚蓝
的大海。”

最后，直播记者登上驶往南海的休闲渔船，亲身感受渔民生活。记
者在南海上看到，清澈的海水一眼望不到边。当渔船行驶在浩瀚的南海
上，郑报全媒体记者高声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至此，“沿习之路——我和我的祖国”国家极点寻访报道圆满结束，
从7月1日到现在，我们用脚步丈量祖国的疆域之辽阔，用笔墨真情、图
文音视频描绘新中国的沧海桑田。

这是新时代媒体人的“新长征”。

渔民“洗脚上岸”：渔旅融合蹚出新路南海博物馆：讲好南海故事，传播南海文化

琼海市潭门镇，改革开放让昔日依岸而居的水上渔家，发展为别具南海风情的魅力小镇。

■
郑
直
播

扫
码
看
更
多
精
彩
内
容

扫
码
看
琼
海
壮
美 第四站：琼海市潭门镇，老渡口见证沧桑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