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 者 胡 拥 军）近

日，三亚市旅文局深入挖掘美丽

乡村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旅游

资源，结合红色人文景观，设计

打造出 4 条“玩转纯美乡村，踏

访红色足迹”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分别为：线路一：中廖村&

玫瑰谷&罗蓬村；线路二：大茅

远洋生态村&水稻国家公园&

北山村；线路三：崖州古城&崖

城学宫&保平村&西岛；线路

四：梅山革命史馆&崖州古城&

崖城学宫&红色娘子军演艺公

园。

据介绍，这 4 条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覆盖吉阳区、天涯区、海

棠区、崖州区，将三亚丰富的乡

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既有特色

景点、景区，也有美丽乡村，还有

红色景点，让游客在行走中接受

红色文化熏陶，满足游客的多样

化体验需求，感受不一样的三亚

乡村之旅。

“在我们接触到的客人中，

有很多客人都想找一些不是景

区，游人不是特别多的地方去逛

一逛，中廖村和大茅远洋生态村

基本能满足这些客人的需求。”

三亚市旅行社协会有关负责人

表示，中廖村和大茅远洋生态村

的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

要素都比较完善，而且环境优

美，交通可进入性好，服务有保

障，旅行社运营成本也较低，具

有很强的竞争性，旅行社不管是

安排团队还是散客游览都是非

常方便的。

“游客来到西岛渔村，能够

感受到浓厚的疍家文化，还可以

参加拉网捕鱼、捉螃蟹等渔家赶

海活动，这对游客非常具有吸引

力，将来如增加更丰富的岛上休

闲渔业体验活动、环岛骑行路

线、渔家探寻活动，一定能吸引

更多的客人留宿岛上，体验渔舟

唱晚的风情。”港中旅三亚旅行

社有限公司一工作人员非常看

好西岛渔村的资源，认为其独特

的疍家文化是非常能代表三亚

的，希望更多的游客能了解疍家

文化并让其得到很好的传承。

“水稻国家公园非常适合做

研学旅游产品，青少年不仅可以

在这里学习到很多水稻和农业

知识，同时还能走进自然，学习

插秧，亲身体会‘粒粒皆辛苦’的

含义，具有很好的科普和教育意

义。”三亚思艾商务国际旅行社

导游小夏介绍，他们公司目前正

在开发研学旅游产品。

三亚推出4条“乡村游红色游”线路
中廖村&玫瑰谷&罗蓬村线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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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未放弃对‘祖宗
海’的耕耘和守护”

回到潭门这几天，王书茂马不停
蹄。

7 月 5 日，他先是到基层宣讲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随后赶到镇政府参加会议，而后
回到村委会忙工作。

即便很忙，王书茂还是抽出时间回
家和渔民兄弟一起吃午餐。这些年，他
心里最牵挂的是渔民兄弟，最喜欢做的
事是跟他们一起钻进颠簸的船舱，一路
向南驶向他们心中的“祖宗海”。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潭门渔民对
南海有着最深厚的感情。”王书茂 1956
年在潭门村出生，18 岁起跟随父辈闯
荡南海。1985 年南沙渔业生产恢复
时，他便是最早一批到那里出海的渔民
之一。说起往事，他十分自豪：“那时生
产队可不是谁都能参加的，必须通过思
想政治、身体素质等考察，才能坐上开
往南沙的渔船。”

王书茂还记得，当时出海的船只和
装备十分简陋，一艘小木船加上一本手
抄的南海更路簿，维系着一船渔民的生
计和性命。遇到暗流和风浪，船只可能

失去方向，渔民只能通过观察飞鸟行迹
或爬上桅杆瞭望来判断陆地的方向。

尽管小心翼翼，还是有许多渔民在
南海作业的过程中献出生命。在潭门
偏僻的海边，衣冠冢一座连着一座，那
是他们留给家人最后的念想。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我们从未放
弃对‘祖宗海’的耕耘和守护。”王书茂
说，“为国护海”这 4 个字，早已刻入潭
门渔民的骨子里。

“我们的根在船上，祖国就是我们
的靠山”

“为国护海”，需要战天斗浪的勇
气，更需要寸土不让的骨气。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潭门渔民的
正常作业经常遭到部分周边国家的无
理驱赶、袭扰和抓扣，要求他们在所谓
的“认罪书”上签字。

王书茂回忆，有一次，6艘潭门渔船
被某国扣押，“船老大”们面对威逼利
诱，无一人俯首“认罪”，“他们联名写
信、按下手印，宣誓：宁愿把牢底坐穿，
也绝不做卖国贼！”

一次次被无理抓扣激发着潭门人
骨子里的爱国之情，他们积极踊跃加入
民兵连，投身南海维权斗争、南沙岛礁
建设——

1996年，王书茂发现某国人员欲侵
犯我国某无人岛礁，于是带领民兵连弟

兄坚守岛礁 7 天 7 夜；2014 年，他又率
领民兵连 10艘渔船共 200 多名民兵骨
干，守护我钻井平台。他的入党申请
书，就是在南沙的岛礁上写下的。

“我们也是血肉之躯，面对枪支炮
弹哪有不怕的？但我们不能退却、不能
认输。我们的根在船上，祖国就是我们
的靠山！”让王书茂倍感荣耀的是，2013
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时，专门
到潭门看望渔民群众，并慰问潭门海上
民兵连。民兵们都说，这就是党中央对
潭门渔民舍身护海的充分肯定。

“就是把命丢了，也要完
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

凭借对南海风浪、岛礁极为熟悉的
优势，潭门海上民兵连一直是南海岛礁
建设的重要力量。

南海岛礁建设启动以来，王书茂不
仅主动请缨，成为“渔民建设南沙岛礁
第一人”，还带领家人和渔民们一起开
船运送建筑材料，留下了“三代同堂建
设南沙”的佳话。

参与建礁使命光荣，王书茂说，大
家每次都豁出命地干。南沙风浪大、礁
盘小，有的岛礁甚至连负重一吨的小艇
都无法靠泊，一包 50 公斤的水泥从海
南本岛运过去要转驳4次至5次。为了

缩短工期，渔民们连续半年没有回家，
每天从清晨干到深夜，吃饭都实行“轮
班制”。

“说到吃饭，这也是一个考验。”王
书茂说，有时海上气象条件不好，补给
船 20 多天才来一趟，“有水少米的时
候，就煮清水稀饭；有米没水的时候，就
接雨水煮饭，再苦大家都能挺过去。”

有一件事，王书茂时隔多年仍心有
余悸。1998 年的一天，他和其他渔民
驾驶渔船运送建设岛礁的物资时突遇9
级狂风，4米多高的海浪猛烈地击打着
木船。船头迎着浪头，在海上漂了4天
4夜，“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当时就一个想法：就是把命丢了，
也要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王书茂
说，30多年来，潭门海上民兵连全身心
扑在岛礁建设上，累计出动渔船800多
批次，运送各类建材400多万吨，协助完
成了多项岛礁施工任务。南沙的多个岛
礁上，留下了潭门渔民的足迹和汗水。

这几天，王书茂每每到基层宣讲，第
一件事就是传达习近平总书记为其授勋
时，请他转给潭门渔民的殷切嘱托，“总
书记要求我们继续出海，一边闯海打鱼，
一边守好‘祖国的南大门’。我代表潭门
渔民郑重地接受了这一神圣使命。”

（原载《海南日报》2021 年 7月 6
日第3版）

王书茂带领渔民建设南海岛礁，留下“三代同堂建设南沙”佳话

我们的根在船上，祖国就是我们的靠山!
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 刘梦晓 实习生 邢慧瑜

“母瑞山前风如刀，欺我壮士饥无
粮。蕉叶茅草做军装，野菜野果充饥肠
……”这首展现母瑞山精神的豪迈战
歌，似乎也向我们诉说着那段感人至深
的艰苦岁月。

母瑞山在定安县的最南端，地处定
安、琼海、屯昌三个市县的交界处，那里
是海南革命的摇篮，在琼崖革命的低潮
时期，革命先烈们曾在极端困难的处境
下，在母瑞山两度保存下革命火种，为
海南人民坚持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
不倒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近日，三亚传
媒融媒体记者来到母瑞山革命根据地，
带领大家一起重温那段感人至深的艰
苦岁月。

在大山里开辟革命根据
地，第一次成功保存了革命
火种

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记者
碰到了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园长、
今年 83 岁的王学广。2001 年，从中学
校长职务上退休的王学广决定发挥余
热，到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做一名
义务讲解员。为了讲好母瑞山的故事，
他反复研读史料，到村里调查走访。守
着一座山，老人家一讲就是20年。

“母瑞山两次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第一次就是苏维埃政府组织王文明同
志在母瑞山上创建革命根据地。”王学
广说，那个年月，面对敌军的严密封锁，
红军战士在住无房、吃无粮、穿无衣、病
无药的母瑞山上，依靠当地群众的秘密
支持，开展生产自救，在大山里开辟革
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当年红军活动的地方，比如琼崖
特委、红军师部、琼苏政府，还有军械
厂、红军礼堂、军队学校、红军农场、红
军医院，就是在母瑞山建立起来的。”王
学广说。

不过在1932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对
母瑞山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
破坏了根据地的房子和粮食，让战士们
没了赖以生存的空间。为了生存下去，
特委书记冯白驹等人带领100多人，转
战密林深处。

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坚
持革命斗争，再次保存了革
命火种

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记者
看到了一处雕像。据王学广介绍，这个
雕像叫作“艰苦岁月”，是纪念园的镇园
之宝，主要反映了母瑞山第二次保存革
命火种的历史。

“那是一个十分艰苦岁月，第二次
革命火种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保存
下来的。”王学广说，当时第一个困难
就是粮食奇缺。没有粮食，他们吃什
么呢？只好上山找野菜、摘野果，下
河沟捉鱼、摸虾，上树掏鸟窝、捡鸟
蛋、抓小鸟，可以说当时山上能够找
得到的东西，只要没有毒的，能够嚼
得烂的，能够吞得下去的，都找回来
充饥。

那个时候，红军身上仅有这么一身
衣服，其它一无所有。那么当时红军住
在哪呢？住在低矮、阴暗、潮湿的山洞
里。风吹日晒雨淋，让战士们的衣服湿
了又干，干了又湿，最后烂得只剩下布
条，战士们为了蔽体，不得不把树叶制
成衣服穿在身上。

“在恶劣的野外环境下，除了要努
力活下去，还要与敌人周旋。”王学广
神情凝重地说，1932 年秋，第二次反

“围剿”时，十几名红军伤病员战士，在
青龙潭旁遭遇了数倍于自己的敌人，
并给予了沉重打击，子弹用光了，他们
就用石头、用枪把继续战斗，绝不投
降，最后十几名红军战士毅然跳入潭
中，英勇就义。后来人们为了纪念投
潭牺牲的红军战士，就将青龙潭改名
为红军潭，而他们的故事也一直流传
至今。

挨饿受冻、缺医少药，使得战士们
伤亡惨重，但是琼崖红军铮铮傲骨、誓
死不悔的革命斗争精神，还是支撑他们
坚持了下来，在母瑞山坚守了 8个多月
后，最后仅剩的25名英雄，成功突围下
山，再次保存了革命的火种。“这个革命
火种，随后越烧越旺，变成了燎原的烈
火，在海南的大地上熊熊燃烧，随着革
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最后配合渡海
大军，解放了海南，取得海南革命斗争
的伟大胜利。”王学广动情地说。

山川钟灵毓秀，立于其间，已经难
以寻觅当年鏖战的鼓角相闻与战场的
血雨腥风，曾经，红军战士餐野菜、卧
丛林、不惧森森阵垒、重重围堵，始终
保存星星之火，这千秋气节穿越了山
风与岁月，诉说着琼崖红军的不朽功
绩，也将母瑞山精神定格在了这片土
地上。

母瑞山“革命火种”燎燃琼岛大地
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张强 刘姗姗 谢是能

盛夏正午，烈日当空。7 月 5 日 12 时许，琼海市潭门镇的街道上，一辆摩托车突突驶过。
“茂公回家啊？”“回家！”骑车的男子皮肤黝黑、身材壮硕，所到之处总有人热情招呼。他们口中的“茂

公”，是镇上的“大忙人”——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潭门海上民兵连副连长王书茂。
6 月 29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向他颁授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在王书茂看来，这是党中央对

海洋维权的高度重视，对海南党员的高度认可，对海南渔民的深切关怀。

本报讯 (记者 黄世烽）7月 9
日，三亚市政协主席周廉芬在乐
东黎族自治县政协主席覃超的
陪同下，率部分三亚市政协委
员，围绕旅游、农业等产业发展、
产业布局，到乐东开展“推动‘大
三亚’经济圈一体化发展”联动
调研。

当天，周廉芬一行分别在位
于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镇的
西南部电厂和乐东中兴生态智
慧总部基地、国家南繁科研育种
基地乐东配套服务区建设项目
等处进行实地调研，认真听取各
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座谈会
上，与会人员围绕加快推进“大
三亚”经济圈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进行交流探讨。乐东黎族自治
县政协希望三亚要发挥牵头引

领作用，吸引培育人才，集聚要
素资源，提升供给质量，激发经
济活力，推动“大三亚”经济圈一
体化。

周廉芬表示，“十四五”时期
是高质量高标准建设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的关键五年，也是海
南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和重要窗
口期，海南自贸港建设为“大三
亚”经济圈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
出了更高要求，三亚市政协将紧
紧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聚
焦“大三亚”经济圈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进一步提高工作标准和
工作要求，积极为党委、政府建
言献策，为把“大三亚”经济圈建
成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标杆
作出三亚政协贡献。

黄志强、韦忠清、林涛等参加
调研。

周廉芬率队到乐东开展联动调研
推动“大三亚”经济圈一体化发展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
员 廖茹奇 邢莉莉）7月 9日，三
亚市两级法院与三亚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举行执行联动不动
产司法类登记业务受理授权签
约仪式，标志着全省首份市级层
面的“不动产司法类登记业务受
理授权合作协议”落地三亚，三
亚市两级法院成功与三亚市不
动产登记系统实现信息共享。

据悉，开展不动产登记结果
查询业务使三亚市两级法院执
行干警不出法院，即可在本院执
行指挥中心自行登录不动产公
检法查询系统，发起全市范围内
的不动产登记查询业务，实现了
从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查控的
传统办案模式到现代网络执行
方式的转变，为切实提高全市法
院执行工作质效提供有力支撑，

为初步建成的“法院主办、部门
联动”的执行工作大格局注入强
劲活力，为破解执行难新增一项
重要举措。

签约仪式上，三亚中院、城
郊法院与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签订了《不动产司法类登记
业务受理授权合作协议》《查询
不动产保密协议》。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签约
是“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生动实
践，也是三亚市两级法院与三
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史教
育成果的一次最直接、最有效
的 检 验 ，今 后 将 深 化 务 实 合
作，提升业务办理 能力，不断
推动执行联动机制驶入高效规
范运行的“快车道”，大力提高
三亚市营商环境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水平。

全省首份市级层面“不动产司法类登记
业务受理授权合作协议”落地

三亚两级法院与不动产登记系统
信息共享

红军潭战斗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