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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邀上亲朋好友一起体
验温暖的海岛游，西岛绝对是不错的
选择之一。2 月 2 日大年初五，记者
再次慕名登上西岛。

上下岛更顺畅，游客舒
心出行

上午 9 时许，西岛景区便迎来了
第一波客流高峰。记者在西岛景区
接待大厅看到，大批游客正在排队经
过安检口和核验身份通道，一路上都
有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进行引导，现场
秩序井然。

从肖旗港客运码头登船出发，到
抵达西岛用时大约 20 分钟，待游客
全部上岛后，客船会继续装载下岛的
游客返航。

西岛景区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西岛在春节假期平均日接待游客
约13000人次，景区共投入10艘客运
船舶不间断接驳游客，一次性可保障
约 2100 人次运力，让广大游客上下

岛更顺畅更舒心。

赏自然风光品人文韵
味，游人乐享悠闲时光

漫步西岛，熙熙攘攘的游客在岛
上参观游览。岛上天空格外蔚蓝，海
水清澈透明。潜水、摩托艇、香蕉船、
海上摩托艇等岛上众多娱乐项目吸
引游客纷纷体验。

木牌爱心墙、百年珊瑚老屋区、
海上书屋、临海路椰子店、西岛女民
兵展览馆、临海路、牛王岭、灯塔、心
形观景庭……行走在西岛景区，处处
洋溢着渔村风情。文化创意空间和
景观节点，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取
景点，文创进村为这个老渔村注入了
新活力。

乡间小路，花海相伴、绿树成荫，
错落有致的民宿、荷花盛开的翠湖
……“西岛的景色太迷人了，还有浓
郁的人文风情，让人流连忘返。”来自
大连的游客钱先生对记者说，西岛不

仅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优越的滨海
景观带，还有独具地方特色的渔村节
日和渔村文化，游客可沉浸式体验探
古村、听民谣、尝美味、品人文。

午后，一杯茶、一本书，记者静静
地坐在西岛海上书房享受阅读时光；
傍晚，聆听海浪的阵阵涛声，到牛王
岭看夕阳。而岛上的特色民宿更为
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景区及时优化旅游服
务措施获点赞

“景区对外营业时间调整为 7 时
30分至 18时 30分，离岛末班船的时
间延长至 20 时，这个时间调整得很
好。”2 月 2 日晚上，刚从西岛乘最后
一班轮渡返回肖旗港客运码头的外
地游客程女士对记者说，她当天上午
登岛时觉得轮渡很平稳，也很快。她
前两年和家人来西岛旅游后感觉不
错，所以今年又带着家人再玩一次。

“出行前，我们按照景区对外发
布的信息专门做了旅游攻略。今天
选择错峰出行，以此提升游览体验。”

“景区延长了岛上各餐饮、购物、娱乐

点的营业时间，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
游玩保障……”与程女士一样，许多
游客对西岛景区及时优化旅游服务
措施交口称赞。

在体验过程中，记者发现，景区

针对老弱病残幼、孕妇等特殊群体，
专门开辟了暖心通道，安排工作人员
全程引导，并安排优先登船乘车。同
时，在 15 时至 20 时游客返程的高峰
时间段，安排小丑、魔术师在排队集
中现场展示魔术表演，缓解游人因长
时间排队造成的不良情绪。

优化排队管理，重新规划排队的
环转路线，合理设置引导标识，避免
因路线不明而产生的混乱与拥挤；自
1月 30日起，组建专业且高效的现场
监督团队，对现场各区域的工作进
展、工作质量以及人员状态进行实时
监控与动态管理，及时发现并解决问
题，确保整个现场工作高效、有序、安
全地推进；从 1月 31 日起，安排专门
工作人员在上午、下午高峰时段和游
客集中区域醒目位置，设立零食、饮
用水发放补给点……春节期间，西岛
景区不断提升服务质量，让广大游客
游得放心舒心开心。

大年初五，本报记者体验西岛景区：

岛上风光无限美，游玩顺畅又舒心
本报记者 黄世烽

西岛位于三亚市区以西 8 海里的三亚湾海面上，与三亚东岛恰似在碧波中鼓浪而行的两只玳瑁，“波浮双
玳”自古便是三亚的一道胜景。西岛社区是有着 400 年历史的老渔村，是海南省五星级美丽乡村，也是国家级休
闲渔业品牌“最美渔村”。西岛以其秀美的山体、迷人的珊瑚礁、清澈的海水和松软的海滩，成为一个旅游观光、
休闲度假的胜地。西岛旅游区由西岛海上游乐世界和牛王岭游览区两大版块组成:前者是一个汇聚海上运动、
潜水观光、天然浴场、沙滩娱乐、椰林休闲的动静皆宜的立体海岛景区；后者是一座与西岛几近相连的袖珍小
岛，拥有最原始的海岛风光，可欣赏到壮阔的海天一色、鬼斧神工的礁石景观和壮丽的日出日落。

海南人讲究吃，尤其是节日里，
食物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仪式
感”和“好意头”总是藏在味道里。

每年春节，市民吴夏秋回娘家拜
年时准备的年货里，红糖年糕必不可
少。作为出嫁的女儿，给长辈们拜完
年，她便用带来的年糕祭祖。祭祖过
后，年糕被切成片，经过油煎，糯中更
显香甜，成为家宴上一家老小的最
爱。年糕，饱含着女儿对父母的感恩
之情和一家人对甜蜜生活的期待。

“打年糕，年年高。”崖城人为年
糕赋予的“好意头”源于红糖年糕软
糯香甜的好味道。

每年正月，崖州区保平村陈大景
一家都在“烟火的洗礼”中制
造着甜蜜。作为崖州区为数
不多的几家手工年糕作坊之

一，20多年来，陈家的手艺在乡邻间
小有名气。

最正宗的红糖年糕，讲究糯米和
蔗糖的搭配，提前浸泡好的糯米，用
机器打浆，配上比例相当的红糖粉，
充分搅拌均匀，年糕的配料便全部完
成。为了保证年糕的细腻口感，搅好
的米浆还要再仔细筛过一次。每一
滴米浆都充分融合了红糖，配上蒸盘
上花生油特有的香味，让陈家的小院
里弥漫出诱人的烟火气。

这香甜的烟火气是陈大景童年记
忆里最甜的年味儿。自幼她就跟在父
母身后，看着长辈们制作年糕，传统技
艺在耳濡目染间传承，多年来，陈大景
制作年糕的手艺也愈加熟稔。

“红糖年糕的制作食材有糯米
粉、红糖、花生油等，看起来简单的年

糕，做起来也需要近十道工序。”在她
手中，一盘盘香甜的米浆，被一层层
码在了特制的笼架上，在水蒸气与柴
火烟的笼罩中完成由流体到固体的
蜕变。制作工序一气呵成，一笼笼年
糕蒸熟出锅。邻里循味而来，孩子们
围着热乎乎的年糕馋涎欲滴，大人们
则忙着切下一大块，赶回去和家人一
起分享新年的甜蜜。

“做年糕和吃年糕都像一种仪式，
无论在哪里，都让我瞬间想到家乡，想
到爸爸妈妈。”聊到年糕，陈大景有说
不完的心里话，在她看来，年糕不仅是
记忆里的“ 甜”，也是系着亲情的

“线”。“将来，我会带着我的孩子做年
糕，把这门手艺和这份爱一起传下去。”

“我们小的时候都是用石磨磨
浆，后来有了专业的碾磨机器，制作

年糕就更方便了。现在，我们村里有
三四家手工年糕作坊在做年糕，村里
会支持他们把这项传统技艺传承下
去。”保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周建芳直言。

甜食，总能让人心情愉悦。传承
百年间，崖州年糕从先祖们对自己一
年辛劳的犒赏，演化为一方儿女的群
体记忆，再到闻名遐迩的三亚特色美
食。如今每年春节，崖州区各年糕作
坊消耗糯米近 10吨。崖州年糕走进
了集市商超，成为市民游客走亲访友
时常采购的伴手礼。

“过年吃红糖年糕，就是希望一
年高高兴兴的，甜甜蜜蜜的，日子过
得越来越好。”在三亚第三农贸市场，
市民李女士准备带着刚买的年糕和
家人一起分享。

“我们不仅买了许多热带水果，
还真空打包了很多红糖年糕，将这份
甜蜜与北方的亲人分享。”河南游客
陈先生告诉记者。

今年春节，崖城姑娘李梅和丈
夫、孩子一起回娘家省亲拜年，临别
时，依依不舍的母亲为她装好了一份
沉甸甸的红糖年糕，希望家乡的这份

“好意头”让自己的孩子甜蜜幸福。
辞暮尔尔，烟火年年。年糕，伴

随着“年”的开始和结束，也寓意着新
的期盼。《崖州志》中关于春节的民俗
有很多记录，但诸如“日打秋千、夜放
天灯”的传统活动当下已经很少举
办。如今的三亚，春节活动精彩而丰
富，也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性。这
口滋味绵长的年糕，作为三亚传统文
化的载体之一，连接着过去，也将见
证着更久远的未来。

探寻三亚年味里的“仪式感”和“好意头” 一口年糕滋味长
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张硕 冯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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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崖州区保平村，陈大景（右）
和弟弟陈大勋展示新鲜出炉的红糖年糕。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太感谢你们了，帮我找回了
背包。”拿回失而复得的背包，游
客刘先生高兴地对三亚湾派出
所辅警杨积能连连道谢。

一声道谢，一句称赞，是警民
鱼水情的真实写照，亦是三亚公
安广大民辅警护航春节假期的
一个缩影。相聚团圆的时刻，三
亚公安的守护便如那璀璨的灯
火，照亮、温暖着市民游客的心。

据悉，除夕当日，1 月 28 日
15 时 44 分许，三亚市公安局天
涯分局三亚湾派出所接到游客
刘先生报警，称其在三亚湾婚
纱 摄 影 基 地 附 近 遗 失 一 个 背
包。接报后，正在附近巡逻的
杨 积 能 立 即 赶 到 现 场 。 经 了
解，来自上海的游客刘先生不
慎将包遗忘在三亚湾婚纱摄影
基地附近，离开 1 小时后才发现
背包遗落，待其返回找寻发现
包已不见踪迹。

得知情况，杨积能想起此前
其在执法局龙兴岗亭执勤时，了
解到有一名游客将捡到的背包
交至岗亭，与刘先生遗失背包相
似。随即，杨积能带领刘先生赶
到岗亭询问，核实此前有一名游
客捡到了刘先生的背包上交到
执法局岗亭。在确认无误后，杨
积能和执法局队员将背包物归
原主。背包失而复得，刘先生遍
布愁容的脸上，终于喜笑颜开。

时间来到 1月 29 日，大年初
一，交警支队金鸡岭中队副大队
长刘陶明正带队在三亚动车站
周边执勤，有序疏导来往车流、
人流。只见在一旁公交站点，一
位老爷爷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妻

子，公交车已经到达，却见二人
不断在车门附近徘徊、踱步。见
状，队员们立即上前询问得知，
老人想乘坐公交车，无奈凭一己
之力无法将老伴抬上公交车，不
知如何是好。得知情况，刘陶明
立即带领队员分工协作，一人扶
着椅背，一人扶着轮子，将坐着
轮椅的老奶奶抬上公交车。两
位老人向民辅警连连道谢，看着
公交车远去，刘陶明带领队员又
返回岗位继续一天的工作……

1 月 30 日，在南山文化旅游
区，崖州分局执勤民警正在南山
寺摆渡停车场巡逻时，突然发现
一位小女孩侧躺在地上，疑似身
体不舒服。见状，民警当即上前
询问情况。原来，该 6 岁小女孩
和母亲到南山景区游玩，突发不
适，便躺在地上休息。民警在征
得女孩母亲同意后，驾驶警车护
送女孩前往医院。到达医院，民
辅警又忙前忙后协助挂号、检
查，直到小女孩逐渐好转后才离
开。临别时，女孩母亲对派出所
民警的及时帮助表示感谢。

春节，是阖家团圆、喜庆祥和
的日子，然而对于三亚的民警辅
警来说，却是一年中最为忙碌、
责任最为重大的时刻之一。春
节期间，三亚警方全警动员，坚
守岗位，他们穿梭于街头巷尾、
车水马龙，日夜巡防、昼夜守护，
始终将维护群众的利益放在心
上，将服务群众贯穿于工作始
终，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
难题，用朴素的话语、暖心的行
动诠释了真挚为民的情怀，彰显
三亚公安“温度”。

三亚警方：

年味里的暖心“警”事
让守护更有三亚“温度”

本报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陈俊锐 谭婕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冯晨阳）“大年
初五迎财神，刚接了财神的糖
果，今年定会福运连连。”2 月 2
日，大年初五，有“破五”“开市”

“迎财神”等习俗。山东游客陈
红一大早便带着家人来到三亚
千古情景区“迎财神”。

当天15时许，记者走进该景
区，目之所及都是大红灯笼、鱼
灯、财神等节庆装饰，处处洋溢
着浓浓的新春氛围。在美食广
场、崖州古街、千古情广场等地，
充满着欢声笑语。

“财神来咯！”闻声望去，只
见一名“财神”扮相的工作人员
踩着高跷，“穿”进人群中分发糖

果，与市民游客热情互动。
“景区活动太热闹了！小孩

玩得开心，大人也玩得尽兴！明
年我们还要来三亚过年！”河南
游客王女士高兴地说。

今年春节是首个“非遗版”春
节，三亚各景区围绕非遗推出了
市集、演出、展览、体验等形式多
样的主题文化活动，为市民游客
解锁非遗春节新体验。

“春节期间，景区开展《火舞
人间》《鱼灯巡游》《黎苗盛装秀》
《锅庄狂欢》等80余场精彩活动，
给大家不一样的春节游玩体
验。”三亚千古情景区行
政总监黄学贤介绍。

各大景区推出多样主题活动

首个非遗春节三亚游红火

2 月 2 日，在三亚千古情景区，演员景区内巡游，游客人流如织，
汇聚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民辅警帮忙把突发不适的小女孩送往医院。

景区志愿者向游人提供暖心服务。黄世烽 摄

欢乐的“小丑”吸引小朋友们驻足围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