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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万宁推动渔业转型升级

海南万宁斑兰新产业擘画斑斓前景

【侨报讯】“想不到来万宁日
月湾冲浪的人这么多，我们堵在高
速路口一个多小时才进入日月湾。”
从北京慕名到日月湾冲浪打卡的江
文成说，此次学会冲浪以后打算常
来万宁，享受冲浪乐趣。

近年来，海南万宁以冲浪为“核
心”业态，重点打造海上休闲运动
等旅游新业态产品，同时依托侨乡
丰富文化内涵，联动免税消费释放
新活力，不断解锁文旅发展“流量
密码”，万宁“体旅 + 文旅 + 消费”
产业全面铺开，小众旅游胜地成了
多次上榜的热门目的地。

冲浪文化频频“出圈”
体旅融合多点开花

万宁日月湾是中国知名“冲浪
胜地”，这里海浪绵长且极其有力，
全年都适宜冲浪，再加上影视综艺
节目的加持，近年来日月湾冲浪运
动频频在社交平台上“出圈”，不
少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打卡。

走进日月湾，各具特色的冲浪
俱乐部、休闲浪漫的餐馆酒馆以及
穿着打扮时尚的青年男女，无一不
展示这个“冲浪胜地”的青春活力。
随着冲浪产业的发展，附近的黎族
村庄田新村紧抓机遇，发展冲浪俱
乐部、乡村民宿等乡村旅游新模式，
田新村人气十足。

“近几年田新村大力发展冲浪
旅游产业，加快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田新村党支
部书记陈真国介绍，田新村在经营
民宿 35 家，全村涉及冲浪产业的
服务人员有 150 多人，2023 年村集
体经济收入预计可达 46 万元（人
民币，下同）。

除了到日月湾冲浪，到石梅湾、

神州半岛体验动力滑翔伞、游艇观
光、摩托艇等丰富的水上运动项目，
也成为游客到万宁旅游的多样化选
择。

华润石梅湾旅游度假区文旅中
心负责人郭凯东说，在以“体育 +
旅游”为核心的石梅湾度假区，可
为游客提供游艇出海、浮潜、海钓、
摩托艇、香蕉船等旅游体验项目，
其中“游艇出海”最受游客欢迎，
“暑期旅游日接待量 700 人左右，
高峰时有 800 多人。”

万宁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副局长苏小鸣介绍，近年来万宁重
点打造海上运动休闲新业态产品。
随着神州半岛第一湾、石梅湾、日
月湾入选第一批国家水上（海上）
国民休闲运动中心试点单位，万宁
已形成“一中心 + 三基地”的旅游
布局。万宁正谋划根据各个海湾的
特色，进一步拓展其他户外运动新
业态，希望吸引更多游客到万宁度
假旅游。

南洋文化风情独特
浓浓“侨”味尽显休闲

游客在万宁开启体育休闲旅游
体验的同时，也在不断解锁韵味独
特的兴隆侨乡文化。在以华侨文化
最为代表性的兴隆地区，喝上一杯
传统风味兴隆咖啡、品味种类繁多
的南洋风味小吃、打卡充满异域风
情的巴厘村景区，是游客感受万宁
浓浓“侨”味的惬意体验。

近年来，一些企业看好兴隆咖
啡产业，打造咖啡新玩法。咖啡产
业园、咖啡庄园、咖啡主题公园等
在兴隆遍地开花。作为兴隆华侨农
场咖啡厂的前身，亦是新中国成立
后的第一家咖啡厂——万宁兴隆咖

【侨报讯】走进万宁市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林兰海水养殖项目东
星斑养殖区，工人们正忙碌地给东
星斑投喂饲料，成群的鱼儿们欢快
地游动。养殖车间旁，95% 循环水
再利用全自动投喂饵料的幼苗标粗
车间，正在忙碌建设之中。

万宁市地处海南岛东南部沿
海，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丰富
的海洋资源为渔业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万宁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规划总面积 48.21 万亩，覆盖山根、
和乐、万城、东澳等 4 个沿海乡镇。
园区以水产养殖为主要方向，以东
星斑、鰤鱼产业为主导。

万宁林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总
经理吴山健豪介绍，林兰海水养殖
项目将构建陆地种质创制育种、工
厂式规模化养殖、深海养殖的陆海
接力深远海养殖新模式。

“工厂式养殖东星斑产业目前
遇到瓶颈，因为种苗近亲繁殖导致
免疫力退化、规模化养殖成活率
低。”吴山健豪说，该项目将利用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陈松林院士团
队的鱼类种质保存、性别控制与抗
病分子育种、鱼类精子和胚胎冷冻
保存技术，合作孵化育苗。年计划
繁育优质东星斑、红瓜子斑、红双
喜斑、金枪鱼种苗 5000 万尾，促
进工厂式规模化养殖业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吴山健豪说，该项目还包
括鰤鱼、金枪鱼成品鱼养殖基地、
鰤鱼、金枪鱼鱼苗培育基地等。

万宁近海适宜东星斑生长，也
是鰤鱼最重要的天然产卵和孵化
区。近年来，万宁东星斑和鰤鱼产
业发展迅猛，东星斑产量占全省总
量的近 35%，鰤鱼出口量占中国全
国的 70%。

“东星斑是一种高经济价值的
海产养殖品种，因其肉质鲜美、营
养丰富、体色喜庆吉祥而受到消费
者的青睐。”万宁市海洋渔业协会

会长叶慧强介绍，随着中国国内
消费者对高品质海鲜的需求逐年上
升，东星斑市场需求量不断扩大。

“工厂化养殖是比较先进的海
水养殖模式。目前万宁有 190 多家
企业在进行工厂化养殖，年产值 18
亿元（人民币，下同）左右。”叶
慧强认为，打造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产业链整合是关键。在产业链
的布局中，当地还有比较多的短板
和切口，比如加工、运输、生物饵
料等方面。万宁正逐渐完善海洋渔
业产业链当中的各个环节，推动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与整合，形
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有了一产，就可以发展二产。
有了二产，加上一产，那么三产就
很容易发展了。”叶慧强说，海南
环岛旅游公路万宁段把养殖场串连
起来了，通车以后会带来非常多的
游客和资源，将加速促进当地渔业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近日，在万宁港北码头，琼万
渔休 01001 号休闲渔船顺利下水。
万宁市渔政事务服务中心主任黄家
涛介绍，万宁市 2023 年计划审批
27 艘休闲渔船，目前已审批 13 艘，
其中在建的 4 艘也将于 8 月下水，
并争取年底 10 艘休闲渔船下水。

黄家涛说，休闲渔业业态极广，
主要有休闲垂钓、共享渔庄、增殖
放流体验、赶海拾趣、美丽渔村等
多种业态，市场发展前景大。万宁
旅游资源丰富，从南到北分布着美
丽的加井岛、洲仔岛、大洲岛等无
人岛，近海渔业资源丰富，钓场较
多，开展休闲渔业前景十分美好。

据初步统计，2022 年万宁市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总产值 85.85 亿
元，其中主导产业（东星斑、鰤鱼
等）全产业链产值 51.83 亿元，占
总产值的 60.4%，带动超 5 万农户
从事海洋渔业相关工作。
� 凌楠 / 文

【侨报讯】走进海南省万宁市
南桥镇桥北村，斑兰的清香扑鼻而
来，槟榔林下随处可见长势良好的
斑兰叶，一些村民正将刚收割的新
鲜斑兰叶往收购点送去。

斑兰叶，又名斑斓叶、香露兜。
20 世纪 50 年代，华侨由印度尼西
亚引进斑兰叶并在海南试种成功。
目前，斑兰叶已经成为海南“乡土”
植物和特色餐饮文化的一部分。近
年来，斑兰叶食物更是成为网红产
品，受到食客追捧。

王有平是桥北村第一个种植斑
兰叶的村民。2019 年，当时还是
贫困户的王有平在万宁市政府资助
下，在自家槟榔园地里种植了 5 亩
斑兰叶，当年收益就达到 3 万多元
（人民币，下同）。近年他将斑兰
种植规模扩种到 30 多亩，一年收
益高达 15 万元。短短几年时间，
王有平收入增加，盖起了花园小楼
房，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他也从贫
困户变成致富带头人，带动大量村
民一起种植斑兰叶。如今该村共种
植斑兰叶 2200 亩，亩产年纯收益
在5000元至1万元。一片片斑兰叶，
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作为一种特色香料作物，斑兰
叶自身的天然绿色香料、产品种类
多接地气、技术门槛低、劳动投入
少、适合林下发展等诸多要素，使
其成为海南林下种植的优势作物，
也是村民增收的新选择。万宁市政
府出台林下套种补贴政策，鼓励村
民在林下套种斑兰叶、咖啡等作物。

近年，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布《斑兰叶（香露兜）种苗》《斑 ▲万宁东星斑养殖基地。� 骆云飞 / 摄

▲王有平在查看斑兰叶长势。� 凌楠 / 摄

▲冲浪人在万宁的海风中畅意驰骋。� 骆云飞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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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期免税店热度不断上
升，7 月份客流量环比有 60% 以上
增长。”北京王府井免税品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市场总监邢黎黎说，暑
期免税店通过开展诸如海洋环保主
题活动、和平精英赛事联动等活动
为消费者提供新体验。未来王府井
国际免税港将结合万宁旅游特色打
造“最好玩的免税店”，引进更多
专业体育运动品牌入驻，让更多消
费者免税购物和娱乐休闲两不误。

“今年 1 至 6 月份，万宁共接

待游客总人数 463.77 万人次，2023
年，万宁将力争实现过夜人数增长
20%，总收入增长 27.5%。”苏小
鸣说，万宁正通过一系列组合拳促
进万宁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接下来，
万宁将引进企业开展赛事活动的相
关配套服务，全面拓展“海陆空”
各类便于全民参与的户外活动，同
时不断提高免税购物服务水平，促
进“体育 + 旅游 + 文化 + 消费”
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旅游产业向百
亿级产业迈进。� 符宇群 / 文

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相关单位
围绕斑兰叶产业发展需求，开展全
产业链科技攻关，选育出具有香气
浓、抗性强、产量高等特点的优良
无性系“粽香斑兰”，已在万宁南
桥等地试点推广；攻克了“斑兰叶
高通量种苗繁育技术”“斑兰叶制
品及其制备方法”等种苗繁育及产
品加工关键技术，研发林下复合栽
培斑兰叶高效种植模式，开发出“冻
干斑兰粉”、“斑兰酊剂”“斑兰
冰淇淋”等系列产品。

万宁市斑兰叶产业发展规划
（2023 年 至 2025 年） 提 出， 到
2025 年，该市要建成中国最大的斑
兰叶培育基地，年产组培苗 1000
万株，建成中国最大的斑兰叶种植
示范基地，种植规模达到约 2 万亩，
建成中国最大的斑兰叶产品加工集
群基地，年加工斑兰叶冻干粉约
0.46 万吨。� 凌楠 / 文

啡·正大产业园，游客在此不仅可
以了解兴隆咖啡文化及产业园发展
历史、观看咖啡制作过程，还可参
加各种咖啡体验活动。

充满异域风情巴厘村景区，也
是游客了解兴隆侨乡文化的重要窗
口。在这里，随处可见的东南亚风
格建筑、装饰，游客还可身着特色
异国风情服饰旅拍打卡，“学印尼
语、跳印尼风情舞蹈，来到这里好
像穿越到东南亚。”游客黄丽莹说，
不出国就能体验异国风情，万宁旅
游性价比非常高。

兴隆镇上小店里随处可见的南
洋风味小吃，也是游客的心头爱。
在兴隆兴生中路，由印尼归侨黄文
能开设的兴隆南洋风味小吃店已成
“网红”，有咖喱牛肉土豆包、娘
惹三豆粽、黄姜糯米条、咖啡糕、
娘惹海鲜叻沙面等超过 100 种小
吃、特色饮品供食客选择，吸引大
量食客排队就餐。

免税消费多方联动
体旅增添时尚色彩

在万宁，除了丰富的体育休闲
旅游项目体验以及特色的侨文化体
验外，到免税店开启时尚购物之旅
也是游客到万宁游玩的选择之一。
作为万宁首个离岛免税旗舰店，王
府井国际免税港结合当地特色旅
游，搭建“有税 + 免税”双轮驱动
的新型供应链体系，成为万宁城市
旅游新地标。

兰叶（香露兜）种苗繁育技术规程》
和《林下间作斑兰叶（香露兜）技
术规程》等海南省地方标准技术标
准，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海
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香露兜叶

（粉）》，为斑兰叶产业化、市场化、
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斑兰叶被称为中国版‘抹
茶’，代表一种绿色、健康、纯天
然的理念，符合现在的消费观。”
万宁市南桥镇党委书记蔡子劲介
绍，该镇斑兰叶种植面积约 4000
亩，明年将达到 1 万亩。作为新兴
产业，斑兰叶广泛应用于食品、饮
料、化妆品、医药等行业，经济价
值高，市场前景广。目前海南全省
共有 9 家斑兰加工厂，万宁有 4 家，
这也证明市场看好斑兰产业这个风
口。

蔡子劲介绍，万宁已有支撑斑
兰产业发展的技术储备。近年来，

万宁石梅湾游艇会一景。骆云飞 / 摄

以冲浪为“核心”业态 “体旅+文旅+消费”产业全面铺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