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4
月 8 日 至 10
日，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
在海南琼海、
三亚等地深入
渔港、特色农
业产业园、国
际 邮 轮 港 考
察。习近平强
调，海南作为
全国最大经济
特区，后发优
势多，发展潜
力大，要以海
南国际旅游岛
建 设 为 总 抓
手，闯出一条
跨越式发展路
子来，争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践范例，
谱写美丽中国
海南篇章。

今 年 4 月
25 日，省第七
次 党 代 会 召
开，大会的主
题是：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
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
和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全面落
实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海南时
的重要讲话精
神，凝心聚力，
奋力拼搏，加
快建设经济繁
荣、社会文明、
生态宜居、人
民幸福的美好
新海南！

近日，本报
记者沿着当年
总书记的考察
足迹，进行了
回 访 。 今 日
起，本报陆续
推 出 系 列 报
道，和读者一
起细数海南这
几年的巨变，
展望美好新海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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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下午，潭门渔港，一张
摄于2013年4月8日习近平总书
记登上渔船与渔民合影的巨幅照
片高高挂在入口处，大家的脸上洋
溢着笑容，其中就有船东柯维秀。

柯维秀是潭门镇日新村委会
人，他17岁初中一毕业，就上了舅
舅的渔船下南海，刚开始只是在船
上煮饭，做些杂事。3个月后，逐渐
熟悉了海上事务的柯维秀开始转
做水手，下海潜捕。18岁，柯维秀
升为大副，20岁升为船长。2000
年后，柯维秀贷款买了生平第一艘
渔船，那是当时潭门港吨位最大的
船，达100吨。

潭门镇有几千名渔民，潭门人
祖祖辈辈都闯海吃海。柯维秀是
潭门渔民中第一批改变思路带头

造大船闯深海的人。2013年下半
年起至2016年，柯维秀贷款买了
两艘超过400吨的钢质船，成为潭
门镇首批拥有全新大吨位钢质渔
船的船东之一。目前，柯维秀已经
有6艘渔船。

“现在我们海南不是要建设海
洋强省嘛，政府对我们的扶持力度
也大了，帮助我们造大船。3年前，
潭门每艘渔船都装了北斗卫星导
航、定位等系统，出海作业时我们心
里踏实多了。”柯维秀说，现在有船、
有政策扶持、有安全保障，渔民出海
捕鱼，感觉心里有底气多了。

柯维秀说，对于潭门未来的发
展，大家都信心满满，而他也希望
今后能获得更多政策扶持，以发展
近海休闲观光渔业。

2013年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琼海潭门考察，
登上渔船、到渔民协会，还沿街走访，与海南的干部群
众谈发展、话民生，一路殷殷关切，一路谆谆寄语，带来
了党中央对当地的亲切关怀，对人民群众的深情问候。

距离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已过去4年。4年，足够
一座城市遍地高楼拔地而起，足够一个国家在前进的
道路上日新月异。那么，潭门镇的4年呢？

5月3日，本报记者再次来到潭门镇，采访了多名当
地居民，了解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蜕变，给自己的未来做
了哪些规划，和他们一同感知时代的脉搏，一同见证潭
门的成长与变化。 记者 钟起的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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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船、有政策扶持、有安全保障

出海捕鱼更有底气了

渔民柯维秀
“2013 年，习总书记考察潭门渔

港，登上渔船与渔民亲切握手，叮嘱
我们并和我们合影。”

“当时我在这里。”记者一走进
潭门镇渔民协会办公室，就看到当
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渔民协会的
大幅照片挂在墙上。协会会长丁
之乐指着照片上的自己，笑着说，
当时习总书记与正在办理出海报
关手续的渔民握手交谈，并叮嘱协
会一定要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多为
渔民办好事，多服务渔民。

丁之乐介绍，潭门镇渔业协会
成立于1994年，目前有4000多名
会员。协会的作用主要是联合出
海的渔船，“联帮”出海，至少3艘船
以上才能出海，以便相互帮助；配

合有关部门进行海难救助，处理渔
民纠纷等。

“现在协会登记在册的80吨以
上的渔船就有180多艘，这些大船
可以出远海作业。”丁之乐说，习总
书记考察后，有关部门加大扶持力
度，部分渔民也贷款投资造大船，
从2015年开始至今，潭门镇已经
有20多艘500吨的钢质渔船渔船，，系国系国
家骨干渔船家骨干渔船，，其中其中2121艘为渔民投资艘为渔民投资
打造打造，，““作为渔民的作为渔民的‘‘娘家人娘家人’’，，我们我们
会牢记习总书记的叮嘱会牢记习总书记的叮嘱，，为渔民办为渔民办
好事好事，，多服务渔民多服务渔民，，带领大伙继续带领大伙继续
造大船造大船、、闯大海闯大海、、抓大鱼抓大鱼。。””

当好渔民的“娘家人”
带领大伙造大船闯大海抓大鱼

渔民协会会长丁之乐
“我们会牢记习总书记的叮嘱，

为渔民办好事，多服务渔民，带领大
伙继续造大船、闯大海、抓大鱼。”

潭门镇委宣传干事莫泽盈是土
生土长的潭门人，也亲身见证了家
乡日新月异的变化。2014年2月，
在嘉积镇当老师的莫泽盈报考了大
学生村官，回到潭门家乡工作。

莫泽盈说，潭门镇最大的变化
始于2012年下半年，潭门实施新型
城镇化建设，打造南海风情小镇，扮
靓了镇墟，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
镇墟面积虽然不大，却是一片渔家
风情，触目所及，都是海的元素。特
别是2013年4月，习总书记到潭门
考察后，小镇更是声名鹊起。

“路通即财通，2014年3月19
日，建设周期长达10年的潭门大桥
全面通车，为潭门架起了跨跃发展
的桥梁。”莫泽盈说，一直以来，往来

博鳌镇与潭门镇必须绕路半小时，
出行十分不便。大桥的建成打破
了潭门与博鳌两镇之间的交通障
碍，实现了两地人流物流快速、合
理流通，极大地带动了潭门镇旅游
的发展。

据介绍，这几年，潭门镇的旅游
发展迅速，仅旅馆就有10多家，大
大小小的海鲜店有30多家，从业人
员千人左右，有的渔民既“做海”（出
远海作业），也经营海鲜店。“目前琼
海市正在打造全域5A景区，潭门镇
也在依托海洋渔业资源优势，大力
发展海洋经济，相信今后游客会越
来越多，潭门居民也会越来越忙碌，
到时潭门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
莫泽盈满怀期待地说。

潭门大桥通车，旅游业越来越火

家乡发展“迈大步”

居民莫泽盈
“相信今后的游客会越来越多，

潭门居民也会越来越忙碌，到时潭门
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

开店卖工艺品、
“试水”旅游业

日子会
越过越好
“现在咱们潭门漂亮多了，潭门大

桥也通车了，这是一条康庄大道，来旅
游的游客过个桥就到潭门吃海鲜，这
也是我们的发展机遇啊。”谈起潭门小
镇的发展，今年56岁的当地居民、海
鲜店和工艺品店老板陈廷雄喜形于
色，“我觉得住在潭门非常幸福！”

1981年，陈廷雄乘着改革开放的
春风，投入“商海”，虽然只是在村里经
营一个小卖部，但他投入了许多心
血。1990年，陈廷雄“转战”镇上，在
潭门墟做商品批发；1993 年经营五
金；1999年，他看准家电市场，开起了
家电专卖店。2005年，陈廷雄在镇墟
上建起了一栋4层临街楼房。2010
年，当时镇墟上有20家工艺品店，不
过都不上规模，装修档次较低，陈廷雄
看好这个市场，毅然决定转型，于是，
潭门镇上第一家装修上档次的旅游工
艺商品店（面积60平米）正式开张了。
如今，陈廷雄的工艺品店已经扩大至
130平米，经营红木雕刻、玉器、工艺
品等，“游客从博鳌来潭门吃海鲜，逛
逛街，总会买点纪念品回去的。”他说。

潭门大桥通车后，潭门与博鳌之
间眨眼即可到达，为何不借助博鳌亚
洲论坛的影响力和品牌效应发展旅游
业？陈廷雄看好潭门的旅游市场，除
了经营工艺品店，他还琢磨着如何
利用自家老屋“试水”旅游业。2015
年初，他和几个兄弟商量后，说干就
干，开起了渔家乐，“主要是我表兄，
他专门从香港回来和我们一起干。”
陈廷雄说，他相信，未来的日子会越过
越好的。

30多年前，因为在香港的叔叔
需要有人继承餐馆生意，当时在潭
门镇日新村生产大队当干部的何声
传只身一人前往香港。

近年来，潭门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2014年，在外漂泊几十年
的何声传毅然回到家乡，当他踏上
宽敞整洁的马路，看着街边规整的
洋楼和络绎不绝的游客，不禁感慨
道，“潭门人真有福气！”

据了解，何声传回潭门后和表
弟陈廷雄合股开起了特色渔家乐，
不仅有海鲜，还提供住宿，其中海鲜
店可同时接待500人。经营两三年
来，他们逐步将渔家乐打造成集儿
童娱乐场所、渔耕文化展览等为一
体的“闯海”文化特色渔家乐，“每年
暑假，渔家乐的生意特别好，很多小
朋友都很喜欢这里。”何声传说。

目前，渔家乐打造的渔耕文化
展览馆已经初步建成，展出的有渔
民出海作业的渔具、罗盘等，庭院外
墙上的渔家祖训、渔家顺口溜等特

色渔家文化让游客流连忘返。“展馆
计划‘六一’前正式开放，到时不管
是前来吃饭住宿的客人，还是过路
游客，都可以免费参观。”何声传说，
去年，渔家小屋渔家乐被列入海南
省休闲农业示范点，还曾被央视2
套、4套、7套有关栏目推介过。

目前，渔家乐请了20多名当地
村民，服务员工资为 2200 元至
2500元，厨师平均工资 3500 元。

“虽然到目前为止，才算是刚刚度
过创业难关，但是回到家乡就
很幸福，况且是让大家都
有工干。潭门发展得
好，我们老百姓自然
受益。”何声传感慨
地说，“随着‘一
带一路’倡议的
推进，潭门又
将迎来新的
机遇，我很
看好家乡的
发展。”

看好潭门发展前景

他“回家”开渔家乐

返乡创业者何声传
“潭门发展得好，我们老百姓自

然受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
进，潭门又将迎来新的机遇，我很看
好家乡的发展。”

工艺品店老板
陈廷雄

“现在潭门漂亮多了，潭门大
桥也通车了，这是一条康庄大道，
游客过个桥就到潭门吃海鲜，这
也是我们的发展机遇啊。”

从千年渔港变风情小镇

她这样蜕变
产业结构调整：

做大做强海洋捕捞业，新
增26艘500吨的钢质渔船

记者从潭门镇政府获悉，近年来，该镇围绕加
快建设“潭门南海小镇”的发展定位，稳步推进全
镇经济社会发展。2016年，全镇社会总产值达
35.07亿元，同比增长12.4%，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1.62万元，同比增长8%。

该镇的产业结构调整成效也凸显。海洋捕捞
业做大做强，从业渔民达到1.1万人，新增的26艘
500吨的大吨位钢质渔船扬帆出海，增强了远海
捕捞的能力，保障了渔民海上生产生活的安全。
旅游产业、海产品加工业稳步发展，深入挖掘南海
渔耕、闯海文化和历史，将东南亚国家的菩提子等
原料引进潭门加工，各式各样的“伴手礼”深受广
大游客喜爱；丰富的海产品加工成各种各样的海
鲜、鱼干销往全国各地。

旅游产业：
旅游项目丰富，听老渔民

讲故事、尝海鲜大餐成新时尚
与此同时，该镇的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潭门赶海”成为旅游新品牌，周末或者传统
节假日期间，潭门日均接待游客达 5000 人
次，最高时日均突破 5 万人次。如今，到潭门
登上渔船听老渔民讲潭门故事、品尝潭门美
食及海鲜大餐、选购特产等，已经成为游客们
的新时尚。

据介绍，目前，落户潭门镇的国家南海博物馆
等国家重点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当中，预计2017年
投入使用。此外，潭门航迹馆、潭门湾公园项目、
潭门故事、赶海人家渔家乐等一大批社会投资项
目为潭门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城乡一体化：
南海风情小镇镇墟升级改

造初具规模
潭门镇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该镇积极探索

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路子，努力在新常态下创建新
型城镇化“潭门范例”。

现阶段，南海小镇镇墟升级改造已初具规模，
成功培育出贝类工艺品一条街、海鲜餐饮一条街
等新业态，新的产业发展为南海小镇注入强劲动
力。此外，该镇将通过整合漫步绿道、乡村道路、
特色千年古村落等特色文化资源，开启乡村旅游
新局面，打造全镇全域5A级景区。

同时，围绕“海洋文化、渔业文化”主题，以升
级打造“潭门赶海”游玩季，依托现有的旅游资源、
南海文化资源，逐步打造形成了南海文化体验区、
滨海休闲烧烤、赶海主题酒吧公园、滨海酒店度假
等新业态，不断显现潭门南海小镇迷人魅力，稳步
推进“美丽潭门”建设。

发展海洋经济：
调整产业结构，扶持打造

特色美丽乡村长廊
“我们将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依托海洋渔业

资源优势，通过加大资金投入，扶持打造特色美丽
乡村长廊、争取打造潭门海产品交易市场等，大力
发展海洋经济。”该负责人说。

据介绍，国家南海博物馆落户潭门，将极大
带动潭门旅游市场的发展。当前，潭门有65艘
100吨左右的木质渔船有意向发展休闲渔业，
加之潭门得天独厚的海岸渔业资源，发展近海
休闲观光渔业可以满足广大游客深度体验潭门
南海小镇的需求。对此，该镇将精心包装近海
潜水休闲体验、渔家乐、近海钓鱼体验和了解南
海《更路簿》、听老船长讲故事等亲近自然、具有
浓郁渔村风俗民情及人文景观的特色旅游项
目。

据介绍，该镇还将借助国家南海博物馆效应
和港下至红卫桥旅游道路的建设，整合漫步绿道、
乡村道路等特色资源，把国家南海博物馆周边的
美丽乡村连片打造成“美丽乡村长廊”。

潭门镇的马路宽敞整洁潭门镇的马路宽敞整洁

海南
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