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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记者从三
亚市水务局获悉，三亚市亚龙溪综合
治理工程已通过竣工验收。

6月 10日，市水务局会同市发改
委、市财政局、省水务建设质量监督
定额局、吉阳区人民政府、项目业主
等各参建单位，成立验收委员会，对
三亚市亚龙溪综合治理工程进行竣
工验收。

验收委员会通过查阅有关工程
资料，听取项目法人、设计、施工、监
理、运行管理等单位及质量与安全监
督机构的工作报告后，对工程作了认
真的分析和评价。验收委员会一致
认为，亚龙溪综合治理工程已完成工
程建设内容，工程质量合格，工程投
资控制合理，财务管理规范，运行正
常，社会效益显著，同意亚龙溪综合
治理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同时具备交
付使用条件。

亚龙溪综合治理工程位于三亚
市亚龙湾旅游度假区内。亚龙溪为
亚龙湾的主要河流水系，治理河段位
于亚龙溪中段，干流总长为 2.01 公
里，支流总长为0.34公里。工程总投
资15009.57万元，工程自2019年 2月

24 日全面启动，各参建单位紧密配
合，至2021年 1月 31日完工。

市水务局负责人介绍，亚龙溪综
合治理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河道防洪

标准从不足 5 年一遇提升到 50 年一
遇，在不改变土地性质情况下提升了
生态环境、沿河景观，同时，解决了周
边农田排涝等问题，与景区环境相协

调，河道水质达标率由 33.3%提升至
91.7%，为推进亚龙湾旅游的发展打
下良好基础，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
与生态效益。

三亚市亚龙溪综合治理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防洪标准从不足5年一遇
提升到50年一遇

整治后的亚龙溪生态环境和沿河景观均得到提升。市水务局供图

本报讯（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袁 燕）6 月 12 日端午小长假第一
天，正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围
绕“人民的非遗，人民共享”这一主
题，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三亚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三亚
2021首届三亚南山非遗节（下称南
山非遗节）于上午在南山文化旅游
区开幕，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场致
敬非遗、传承文化的“粽”头戏，让
人们在尽享三亚自然风光和人文
风情的同时，集中观赏非遗展演展
示，感受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党组书记林光强、副厅长刘成，三

亚市委常委、副市长谭萍等领导嘉
宾参加活动。

为期一周的南山非遗节是我省
非遗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将开展

“大美黎锦”服饰秀、百年百人共织
锦绣中华、国内非遗精品展、“非遗
生活·匠人工坊”非遗主题展、智慧
非遗——新媒体·新传播·新体验、

“非遗-国风”传习体验交流活动、
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图片展、第
八届海南省民间技艺大展、新发展
阶段的海南非遗研讨会、“非遗之
夜”非遗传承人交流会等系列活
动。

伴随着南山非遗节的开幕，三

亚南山非物质博物馆、海南省非遗
展示研学基地也于此间落成揭牌，
为 三 亚 文 化 旅 游 资 源 再 添“ 新
军”。目前，南山国际非遗体验中
心集中展示非遗展品逾 2000 件，
包括黎锦、云锦、金箔、花丝镶嵌、
银鎏金、唐卡、景泰蓝、紫砂、沉香、
苗银、铜艺、瓷器、国药等 40 多个
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市场运营能
力的世界级、国家级、省级非遗项
目，以及三星堆八大著名文物复制
品、故宫 600 年大展部分复制品
等。

谭萍表示，保护和弘扬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

天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南山非遗节
的举办，三亚将进一步引导广大人
民群众积极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工
作，形成人人关注、人人参与、人人
传承的良好局面，为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海南地方民俗文化，增
强文化自信提供最坚强的支撑。

另悉，南山景区即日起至18日
向高考生和海南本省居民推出一
系列的优惠游园活动。海南本省
居民凭本人身份证或海南居住证，
可享受南山景区门票 88 元/人特
惠；2021年应届高考生凭本人准考
证原件或复印件和身份证，可享受
南山景区门票50元/人特惠。

端午小长假第一天展示民族文化魅力

南山非遗节给你“粽”头戏

▶“大美黎锦”服饰秀模特在展示黎锦纹样服饰。

▲ 6 月 12 日，来自天涯区高峰大社区的苗族招龙舞队在 2021 首届三亚南山非遗节上
表演苗族传统舞蹈。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 通讯员 张
海哲）受今年第 4 号台风“小熊”（热
带风暴级）影响，三亚将持续出现降
雨天气。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三亚
交警全警上路、加强巡逻、积极排查
易积水路段，及时消除路面交通安全
隐患，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6月12日 11时许，三亚交警巡逻
防控一大队亚龙湾中队队员在亚龙

湾第二通道巡查路面至博后村交叉
口路段时，发现路中央移动护栏倒
塌，几名交警立即上前将其恢复。正
在这时，一棵树木突然倒下，重重砸
在了一名队员头上，随后该名队员被
紧急送往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
经医生诊断，该队员除多处软组织受
伤外，暂无其他大碍，目前正在留院
观察。

“战”风时三亚一交警被树砸伤
除多处软组织受伤外，暂无大碍，正留院观察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冯
谋瑞）6 月 12 日，受今年第 4 号台风

“小熊”（热带风暴级）影响，陵水、三
亚地区迎来风雨天气。海南省公安
厅海岸警察总队第四支队迅速启动
防汛应急预案，组织所属三亚、陵水
片区警力登渔船、上渔排、进港口，全
力做好防风防汛工作。

“目前，西岛景区海上船舶已经
停航。”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西岛
海岸派出所胡海鸥介绍；针对当前风

雨天气，三亚市公安局崖州分局港门
海岸派出所严格管控港口船舶进出
港动态信息，启动 24小时防控机制，
全力做好防风防汛工作。

据悉，从 6 月 11 日起，海南省公
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第四支队，组织警
力深入各个重点区域，开展岸线巡查
和海上巡查，积极开展防风防汛宣传
工作。截至目前，该支队联合相关部
门加固各类船舶300余艘，动员1000
余名渔船民上岸避风。

海南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第四支队

全力做好台风“小熊”防范工作

本报讯（记者 黄珍）近日晚，团
市委开展“食粽思贤龙腾日 中外齐
赏端午情”主题活动，组织中外青年
体验包粽子、制作香囊等端午习俗，
让大家感受到端午节浓厚氛围。现
场共有近百名中外青年参加。

现场，粽叶、绳子、糯米、红豆、猪
肉和咸蛋黄等包粽子所需的原料在
桌子上一字排开，在老师的指导下，
中外青年开始包粽子。从填装食材
到包裹完毕、系好细绳……大家从一
开始的不知所措，到后来的淡定自
若，虽然粽子形状各异，但对自己的
作品都很满意，时而拿起粽子拍照，
时而向同伴炫耀。

青年志愿者小何是第一次包粽

子，心灵手巧的她看到老师示范后，
一会儿工夫就包了三四个粽子。来
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亚梅，到中国一年
多了，这是她第一次包粽子，她说：

“我很喜欢吃肉粽，喜欢中国传统节
日，希望以后了解更多中国文化。”

除了包粽子外，大家还动手制作
香囊，将艾叶、薰衣草、桂花等多种中
草药逐样放入香囊中，以彩绳绕成粽
子状，做成各种清香四溢的香囊。

团市委负责人介绍，随着海南自贸
港建设的推进，未来有更多的外籍友
人到三亚工作生活，团市委将继续为
更多的中外青年交流提供更好的平
台，突出团委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联
系青年、服务青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中外青年包粽子过端午

中外青年展示自己亲手包的粽子。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端午节是
怎么来的？南方的粽子和北方的粽
子有什么异同？如何包粽子？6 月
12日，在崖州区保平村古建筑物——
张家宅里，一堂“耕读学堂”正在进
行，20 组家庭正听老师讲端午节文
化。

“在千年古村里参加传统文化活
动，非常有意义。”宋女士带着孩子专
程从三亚驱车来到保平村参加“耕读
学堂”。从小在保平村长大的张水钊
对张家宅再熟悉不过了，看着张家宅
变身“耕读学堂”，他说，古建筑和传
统文化的结合，对传承“耕读传家”文
化，助力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发展有
重要意义，“这些老宅子就要多做这
样的活动，才能活起来，有人气。”

保平村始建于唐代，至今已有
11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和中国首批传统村落，还是海南红
色革命老区村和海南十大文化名村
之一。保平村自古以来文教昌盛、耕
读传家，书香不断，历史上曾有“保平
多贡生”的美誉。

“保平素有‘耕读传家’的传统，我
们策划举办系列‘耕读学堂’活动，采
用当下孩子们喜欢的创意手工、传统
文化互动等课堂形式，让孩子们获得
成长同时，让‘耕读’文化得以传承。”
崖州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接下来，崖州区将结合传统
文化和创意活动，在保平村推出系列

“耕读学堂”活动和保平雅集活动，助
力精神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

崖州区古建筑物成“耕读学堂”
首课讲“端午节”

6 月 12 日 16 时，今年第 4 号台风“小熊”（热带风暴级）生成，受此影
响，三亚出现风雨天气，游艇纷纷回港避风。 本报记者 孙清 摄

本报讯（记者 林林）6月 11日，
由三亚市旅文局主办，三亚市群众
艺术馆、三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共同承办的三亚市 2021 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
示系列活动在鹿回头滨河公园举
行。

当天的活动分为非遗主题展
现、黎锦技艺展示展演、非遗特色
小吃街、现场展示展销四个部分。
在黎锦技艺展示展演区，特邀百名
黎锦传承人为市民游客进行现场
展示。海南黎锦，被称为“中国纺
织史的活化石”，至今已有近 3000
年历史，所传承的花纹图案，堪称
黎族的独特“史书”。本次活动通
过现场展示，让黎锦技艺“走”到观
众面前，使市民游客在观赏体验
中，不断增进对于非遗项目的了
解。市民刘女士说：“第一次近距
离欣赏黎锦制作，确实很不一样。”

在海南省工艺美术大师陈玉湘
团队的摊位前，摆放着许多极富民

族特色的美术品。十分普通的纤
维黏土材料，一旦配合上高超的手
工雕琢技艺，一幅精美的彩绘浮雕
画便诞生了，虽是小物件，却仍吸
引 不 少 市 民 驻 足 静 静 观 赏 和 询

价。“我们通过突破工艺美术的传
统载体和表现手法，用独特的造型
语言、艺术新视觉，演绎和开拓本
土文化。”陈玉湘团队成员介绍。

非遗特色小吃街同样精彩。崖

州酸粉、崖州扁豆酱、苗族三色饭等
特色小吃“同台竞技”，既让市民游
客们大饱口福，还留住了“乡愁”。

在非遗主题展演环节，市民游
客重温多部非遗经典舞台作品，包
括舞蹈《钻木取火》《苗族盘皇舞》、
崖州民歌《梁生求学上常州》、疍家
歌谣、舞蹈《黎族打柴舞》等，在精
彩纷呈的表演中，展现了三亚独特
的非遗魅力。

截至目前，三亚已有13个非物
质文化遗产列入保护名录。其中，
崖州民歌、黎族打柴舞、疍歌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
艺、海螺姑娘传说、黎族民间故事、
苗族盘皇舞、回族传统婚礼、黎族
原始制陶技艺被列入海南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黎
族钻木取火技艺、游公节、黎族钱
铃双刀棍棒舞、苗族招龙舞列入三
亚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

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举行

让三亚“非遗”走到人们面前

6 月 11 日，参加活动的学生在学习制陶。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关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