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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花海里 玩转中廖村
本报记者 杨洋

本报讯（记者 周才源）近日，市委宣
传部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市开展“家和万
事兴”好家风好家训讲座。活动旨在弘扬
中华传统家庭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营造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
重家风的良好氛围。

据悉，活动将通过在全市机关、社区、
农村开展“家和万事兴”为主题，传承好家
风好家训系列讲座，弘扬孝道文化，感恩
父母、孝敬长辈，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
相亲相爱，孝老爱幼，推动全市形成爱国
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
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以良好家风支撑
起好的社会风气。

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时间为
5 月 8 日-6 月 30 日，将在市直单位、吉阳
区、天涯区开展；第二阶段时间为 9 月 17
日-12 月 29 日，将在市直单位、海棠区、崖
州区开展。

开展“家和万事兴”好家风好家训讲
座是深入开展文明家庭创建的重要载体，
市委宣传部要求，各单位、各区要广泛动
员干部职工或群众积极参加，扩大受教育
面，让更多的群众受到教育。

本报讯（记 者 黄 世 烽 实 习 生 于 凤
仪）4 月 26 日下午，市“巩卫”工作包点领
导、市政协副主席黄志强到天涯区金鸡岭
社区督查“巩卫”工作。黄志强要求，“巩
卫”工作要继续抓细抓实，要实行管与罚
并重，形成工作新常态。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黄志强
表示，通过前一段时间的共同努力，我们
可以感受到“巩卫”让我们的环境变更美
了，城市变更漂亮了，市民文明意识提高
了、素质提升了。“巩卫”取得的成果，让广
大市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而如何
巩固成果，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升
市民的长久幸福感，不仅考验政府城市管
理智慧和能力，更是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
的长远大计。

黄志强要求，要认真按照市委要求，继
续以最严格的考核、最严厉的问责，实行管
罚并重；巩卫应摒弃“突击应检”的思想，
不能存在侥幸心理，立足建立长效机制，让

“巩卫”工作成新常态；各包点单位要实行
每天巡查制度，最大程度发挥小区业主、业
主委员会等作用，做到发现问题马上举报，
对待问题马上整改落实。

市政协办，市政协经科委有关负责
人，天涯区委、市消防支队、团市委、市食
药监局、市工商、天涯区城管等单位及职
能部门负责人参加当天活动。

本报讯（记者 吴英模）随着农村经济
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各种聚餐也随
之增多。如何强化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
全，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期，三亚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采取多项措施，加
强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监管，拧紧农村
食品“安全阀”。

针对老百姓认知不足的情况，市食药
监局利用遍布全市各区的大型广场 LED
屏、公交车移动电视、农贸市场电子屏、

“明厨亮灶”商家电子显示屏等，生动形象
地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消费提示及科
普知识。

在宣传方面，还通过把食品安全的法
律法规、科普知识印成小册子、宣传单页，
向全市各农村集体聚餐厨师、各村（居）发
放，并由各基层食药监管所主动进行讲
解，方便农村广大群众学习并提高食品安
全意识；同时，利用网络、微信公众号、微
信工作群等及时宣传报道食品安全监管
新动向、季节性食品安全消费和科普知识
等，确保食品安全宣传跟上时代潮流、覆
盖社会各年龄段。

除了宣传，市食药监局还抓住“厨师”
这一农村聚餐的重点，加强监管的同时加
大培训力度。“已对四个区的农村集体聚
餐厨师开展了调查摸底，并掌握了厨师相
关信息，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对农村聚餐
厨师的管理，及时更新人员信息，并追踪
到人进行针对性监管。”市食药监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局通过举办农村集体聚餐
食品安全知识培训班，对全市 321 名农村
集体聚餐厨师进行专题培训，并组织了考
核，提升了厨师的尚德守法意识及预防食
物中毒技能。

此外，市食药监局还对农村集体聚餐实
行备案制度，要求厨师或举办者提前 72
小时备案上报，监管部门对聚餐人数达
到 100 人的农村集体聚餐实行食品安全
监督指导，确保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

好家风好家训讲座
将在全市举办

市领导带队督查金鸡岭社区
“巩卫”工作
“巩卫”不松懈
形成新常态

拧紧农村食品“安全阀”
三亚加强农村集体聚餐
食品安全监管

中廖村内独具特色的黎家小院。本报记者 翁叶俊 摄 工人们正在搭建装配式别墅酒店。 本报记者 翁叶俊 摄

看绣球花海
9万株红蓝白花
营造浪漫唯美场景

地处黄金地段，却不理会车水马
龙。走进中廖，小桥流水、烟雨朦胧、
稻 田 吐 翠、田 园 蔬 果、牛 羊 牲 畜 等 元
素，和谐相生，相互融合，一幅乡土田
园风情油然而现。而中廖的花海，更
是荡漾着浪漫情怀。

中廖花海曾经选种格桑花，格桑花
期一个月左右，时间太短。因此，这一
次，华侨城（海南）公司选种绣球花。
绣球花花期至少有 3 个月。如何在保
护生态环境情况下打造好 30 亩花海？
华侨城（海南）公司相关负责人赵传建
说，近 30 亩的绣球花海将以独具匠心
的创意、大地自然艺术的思维，精心选
用 9 万株红、蓝、白 3 种色彩的花，勾勒
出海浪造型，将花海打造成犹如嵌在
乡野间的彩色锦带。

据了解，花海原为闲置农田，华侨
城（海南）公司以租赁的方式从村民处
获得土地经营权。花海除了有引人目
光的多种色彩的花外，还设置了曲径
通幽的木栈道、野趣十足的新娘秋千、
浪漫惬意的情侣座椅、造型独特的卖
萌镜框等艺术设施，为游客营造出浪
漫、唯美的场景，充分满足情侣浪漫、
家庭赏花、亲子游乐、自拍达人美拍秀
照的全方位需求。

住花心岛酒店
兼具乡村野趣
又不乏舒适体验

花心岛酒店坐落在环境优美的田
园花海畔，既兼具乡村野趣又不乏舒
适体验。该酒店按照小型精品酒店的
标准建设，共有 10 间装配式别墅酒店、
6 间帐篷客房，同时设置酒店大堂、公
共餐厅以及 2000 平米儿童游乐园区。
酒店设计在尊重土地的前提下，充分
萃取了海南本土文化和建筑材料的精
髓，如室内装饰材料采用海南最常见
的火山石和竹子，使海南本土文化在
酒店中得到最大体现。

帐篷客房最是令人耳目一新，其选
用球形星空帐篷及尖顶帐篷，有推拉
窗，帐篷的前半部分呈透明装饰，以便
游客能够仰望星空。帐篷客房新颖的
造型成为花海重要的景观之一。

赵传建说，装配式别墅酒店采用最
新的模块化集成技术进行建设，建筑
在工厂一体成型，运至现场直接安装，
建筑可任意移动，建设材料可拆装循
环使用，具有显著的节地、节能、环保
等优点，并且可以大大降低施工期间
对村民生活的干扰。

品花瓣咖啡
美景与美食同在
令人心生向往

沿着中廖乡村小路，走向村子深
处，处处皆景，处处风情撩人。树影婆
娑、绿意葱茏、花儿璀璨，朴素乡野的
生活元素映入眼帘。徜徉其间，犹如
人在画中走，画在人中行。

背靠青山绿水，一座农家小院、一
间茶室、一张可供几十人围坐的长桌、
一片涂鸦墙，是花瓣咖啡馆给人的初
始印象。花圃间点缀的坛坛罐罐、杯
杯盏盏，让这个掩映在绿草丛中的农
家院落生机盎然、趣味横生。

据介绍，花瓣咖啡馆是利由村民旧
民宅改造而成的。置身于花海的咖啡
馆，与周边美丽景色相互呼应，除了大
面积的花海所带来的惊艳视觉外，花
瓣 咖 啡 馆 在 设 计 与 软 装 上 也 细 腻 周
到，室内空间植入植物，彰显更为生态
的空间氛围。产品以简餐、轻食、甜品
为主，创作上植入中廖村最具风采的
植被元素。美景与美食，无一不给人
带来独特的感官享受。

坐在花瓣咖啡厅，一览花海美景，
如此场景，不正是上班族、小资文艺爱
好者们的心之向往？

忆阿爸茶社
享受中廖美好的休闲慢时光

在中廖，用静待一朵花落的时间凝
视、倾听，湖面碧蓝清澈、湖水波光粼
粼，在湖光与云影中变换着层次与节
奏。或沏茶、或弹琴、或静观，感受云
天光影的奇妙，抛开尘世之间的浮躁，

在静谧的山水画卷中感受色彩与水墨
的交融，体悟山川物华的醉美和永恒。

老爸茶是海南茶文化的代表。在
海南，无论繁华市井，还是偏远村落，
在人们的生活里，老爸茶已经成为了
一道独特的风景。

与花海隔路相望的阿爸茶社由原
有旧民宅升级改造而来，经营面积多
达 600 平米。阿爸茶社本着延续并弘
扬海南老爸茶文化精神，为游客打造
一个以茶会友、消磨时光、收容自己无
处安放心灵的场所。一处小院呈现中
廖村的独特风景，一壶清茶泡出海南
独特的风情文化，一碟小吃蕴含三亚
的别样味道，在品茗的过程中体会三
亚美丽乡村的韵味，享受三亚美好的
滨海慢时光。

来小姨家餐厅
唤醒味蕾
追忆眷恋的故乡味道

如同乡愁，人们对于一个地方的感
受往往由食物开启，小姨家餐厅给生
活在城市里的人们一个唤醒味蕾的机
会，记忆中的场景和味道，是一种离开
却又眷恋的故乡味道。

小姨家餐厅位于中廖村内，以租赁
的 方 式 从 村 民 处 获 得 闲 置 房 屋 经 营
权。餐厅主打特色风味卤制鹅肉，秉
承深厚的卤制老店工艺传承，选取当
地最好的食材，打造一个久别重逢的
惊喜，卤品的味道令人食之难忘。对
于喜欢地道乡土菜的吃货一族来说，
是不可错过的尝试。

小姨家餐厅是延伸，也是回归，在
物质追求趋于狂热的年代，在日益挤
压的城市空间内，对故土的感情就在
追寻故乡味道里得以显现，故乡的文
化 也 在 做 出 的 一 道 道 美 食 中 得 以 传

承。同时，小姨家餐厅也是扶持村民
自主创业的有益尝试。

观 IP 形象墙绘
更形象生动地展示
黎族传统文化

在中廖村，记者看到，几乎每家每
户的墙壁上都晕染着形象的墙绘。为
更形象生动地展示黎族传统文化，华
侨城（海南）公司聘请专业的团队为中
廖村创作了专属 IP 形象。依托黎族大
力神创始传说以及大力神的传统图腾
形象，以人格化、趣味化、立体化的方
式创作了大力神 IP 形象，她将成为黎
族文化新的图腾。椰子是海南的特色
水果，基于椰子的外形创作了椰壳怪
IP 形象。

为更好地传播 IP 形象，华侨城（海
南）公 司 在 尊 重 村 民 意 愿 的 前 提 下 ，
在中廖村的民宅墙体上绘制了专属 IP
形象，用 IP 形象制作了中廖村标识系
统 ，用 IP 形 象 包 装 了 中 廖 村 各 类 设
施，在全村营造了一种趣味化的文化
氛围，这也成为了中廖村特色吸引物
之一。

据介绍，创作 IP 形象是中廖村挖
掘黎族文化的创新思路，她不仅可以
通过趣味化的形象营造中廖村独特的
黎族村落气质，也为黎族文化商品化、
市场化开发提供了有效载体，为海南
本土文化活化提供了新的范本，为海
南本土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
途径。

赏文化演艺
演员观众零距离互动趣味浓

以山为背景，以水为舞台，这是中

廖村的演艺特色，整体演艺不做大舞
台，不做大舞美，完全将山水、乡村、演
员和游客融合，近距离的表演方式深
受游客喜爱。

为传承黎族传统文化，华侨城（海
南）公司为中廖村打造了一系列具有
黎族风情的演艺节目。本着尊重的原
则 ，利 用 中 廖 村 现 状 的 公 共 空 间、道
路、民居、景观节点等空间，打造了一
系列与山水、乡村契合，演员和游客高
度互动的黎族特色演艺。

山水黎歌，依托中廖村原有山水、
栈道、水面、竹排进行黎族歌曲表演，
将山水人融为一体，黎族演员在水面
放 歌 ，游 客 于 环 湖 栈 道 轻 松 观 看 ，完
全融入美景中。乡村卡通小巡游，结
合乡村元素制作了蝴蝶、青蛙、瓢虫、
鲨 鱼、螃 蟹 造 型 的 小 型 彩 车 ，演 员 穿
着受孩子喜欢的特色仙子服装与游客
零距离互动。黎院新歌，将中廖村民
居改为演艺小院，由外国友人演唱黎
语 曲 目 ，配 合 特 色 乐 队 ，实 现 民 族 与
世界的融合，体现海南国际旅游岛的
特色。黎乡歌舞，以中廖村大榕树为
背景，为游客表演黎族传统乐器和歌
舞，在表演中融入游客祈福。非遗展
示，将黎锦、黎陶、剪纸、编竹篓、乐器
制作等黎族传统手工艺制作与旅游融
合，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黎族文化的
魅力。

沐浴阳光，感受晴雨，以更融入自
然的姿态去感悟生活，享受慢调时光，
这是中廖极力带给市民游客的生活方
式。

“五一”期间，或邀三五好友，田间
作画，地里采风；或骑自行车，沿着乡
村道路畅游，看尽月影星光；或在乡间
找一小屋住下，吃门前屋后农家自种
的蔬菜、尝农家饲养的鸡鸭。丢下世
俗的烦扰，体味乡野趣味，别有一番滋
味。

“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这是中廖村留给时光的节奏。4 月 27 日，华侨城（海南）公司对中廖村美
丽乡村再升级的新闻经三亚日报报道后，“中廖村”再次成为网络热门词，在百度词库里搜索，相关结果多
达 5090 条。中廖村示范段将于 4 月 30 日正式启动，会有哪些旅游元素供市民游客玩赏？4 月 27 日，记者走
进中廖村，通过实地探访，揭开中廖村示范段的“神秘面纱”。

核
心
提
示

30 亩绣球花海正在培育中。本报记者 翁叶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