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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王下乡的黎家人祖祖辈辈靠刀耕火种生活，由于
交通闭塞，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大山。为了帮助
王下乡百姓挖掉“穷根”，摘下“贫困帽”，近年来，昌江
县政府开山修路，打通了“出山之路”。与此同时，加
大乡村饮水工程和农田水利灌溉水渠硬化建设。全
面解决了全乡农户生活饮水和农业生产用水问题，并
提升“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实现了通讯光缆全乡
覆盖，是目前为止全县唯一一个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设施全覆盖的乡镇。

此外，王下乡大力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2017年以来，在全乡积极推行“企业+贫困户”“合作
社+贫困户”的促脱贫模式，先后投入资金660万元
入股3家企业，每年贫困户获得分红80万元以上；4
个行政村分别投入125万入股企业发展集体经济，实
现村集体每年增收15万元；打造生态休闲型的乡村
民宿精品，形成独特优质的商业业态，既助力王下乡

“黎花里”文旅小镇建设，又为当地劳动力提供就业岗
位，使王下乡走向发展经济的快车道，为实施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打下坚实的基础。

王下乡三派村一队村民韩小凤说：“现在变化好
大，盖了新房子，道路也变了，以前都是泥巴路，现在
变成水泥路了。通讯也方便很多了，以前都没有网
络，现在有了Wi-Fi，手机上网也方便了很多。”

近年来，王下乡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依托，打造“中
国第一黎乡”，实施“教育移民”工程，2006年以来，投
入9600多万元集中建设职业教育中心、民族中学、思
源实验学校和王下乡中心学校4所教育移民学校，通
过整合教育资源，提高当地教育水平，激活内生动
力。如今，通过教育移民，有123人考上大学。从大
山走出的孩子们看到家乡的发展前景，纷纷回乡创
业，带领乡亲们发展山鸡、槟榔、花梨木等种养产业，
改变了村民等靠要的思想观念，实现“扶智”带动“扶
志”的双赢，让生态旅游插上文化的翅膀。

昌江县委书记黄金城深有感触地说：“通过对王

下乡实施生态补偿、教育移民、智力扶贫，利用当地绝

美的自然风光，以旅游产业培育为突破口，撬动生态

旅游发展，积极探索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的实现路径，探索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实现了从‘深度贫困乡村’到‘富美乡村’的蝶变。

村民告别了传统的刀耕火种生活，通过种橡胶树、黄

花梨树，获得长久的收入。在家门口吃旅游饭，当演

员、服务员，这里成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幸福的美丽乡村。欢迎中外客人来

‘中国第一黎乡’观光、旅游、做客，体验和感受原汁原
味的黎家风土人情和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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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王下乡
破茧成蝶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本报讯“深山藏王下，黎花三里寻，一步一里一风
情”，这是“王下乡·黎花里”文旅项目的宣传主题。王
下乡地处昌江黎族自治县东南角的霸王岭腹地，曾经
是昌江最偏远、最贫困的乡镇。近年来，该县围绕打造
新时代“山海黎乡大花园”战略目标，高位谋划王下开
发，提出打造“中国第一黎乡”的目标，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通过招商引资、合理规划，利
用王下乡独特风貌，大力发展旅游产业；采取“政府+社
会+乡民”模式，打造特色主题美丽乡村，依托当地生态
资源发展生态经济，助力脱贫攻坚。如今的王下乡破
茧成蝶，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从昔日的“海南小西
藏”，变成了“海南的香格里拉”。

记者 廖自如 文/图

“中国第一黎乡”独
特文化令人沉醉

7月22日-23日，记者来到昌江
参加媒体集中采访活动。从昌江县
城驱车51公里，一路山道弯弯，终于
来到“中国第一黎乡”昌江王下乡的
形象门，巨大山石雕刻着“黎花里”三
个大字，周围有着葱郁的山树，奇形
怪状的石缝间奔流着瀑布，令人震
憾。刚下车，黎家人穿着民族服装，
热情地载歌载舞，迎接远方来的客
人。

在昌江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记
者观看了“绿色娘子军”奋斗足迹展，
在“中国第一黎乡”王下乡，通过“黎
花里”文旅项目体验，感受浓郁的黎
族文化、王下乡“旧貌换新颜”。

在王下乡三派村，黎族的历史像
流动的画卷般展示在游客面前。记
者看见，居民的房屋墙面上绘满了墙
画，有黎家年轻男女对歌的情境，有
黎陶、编织、舂米等展示黎家劳动和
生活的图画。独具魅力的乡村人文
景观，结合黎族风情，以绘画加文字
的形式多方面展现黎族人民生活、传
统农耕、非遗技艺等，全面反映了黎
族的人文历史。

特色市集上，乡里各户摆出各种
乡土山货、新鲜果蔬、特产干货，蜂
蜜、小辣椒、寄生茶、山兰米等成为抢
手货。在村民的农家乐里，游客尝到
了独具风味的黎家民族小吃，竹筒
饭、鱼茶、山兰酒，让人胃口大开。

夕阳西下，浪论村歌舞广场上热
闹了起来，这里有黎家歌舞篝火派
对，设置了黎家舂米长桌村宴、独特
的黎家美食和黎家歌舞，让人既享口
福，又饱眼福。酒足饭饱，大家还跟
着音乐的节拍，和当地村民学跳竹竿
舞，围着篝火和美丽的黎家女手牵
手，翩翩起舞。

在中国第一黎乡——王下乡·黎
花里，能观“如画风景”，寻“千年古
迹”，探“神秘传奇”，品“浓郁文化”，
赏“浪漫歌舞”，住“特色民居”，吸引了
越来越多游客纷至沓来、流连忘返。

让乡亲们真正富起来，吃上
旅游饭

近年来，昌江在推进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中，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建设“山海黎乡大花园”
为契机，坚持民生为本，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为抓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坚步伐，大力
保护、弘扬民族文化，文旅结合打造特色民族村寨，
助推黎家经济提升和村民幸福指数。

2019年初，昌江依托王下乡得天独厚的绝世
风光和黎族文化优势，重点规划三派村、洪水村、浪
论村三个源生态村落，以黎族文化为核心，以自然
原生态为体验重点，设计了“黎花一里诗里画里三
派村”“黎花二里时光里洪水村”“黎花三里酒里歌
里浪论村”三个不同的村落文化意象，旨在打造“中
国第一黎乡”，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的实现路径，为全国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可复制、可
借鉴、可推广的经验范本。

省影视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省文联办公室
主任、“中国第一黎乡”王下乡·黎花里项目总策划
林青接受记者采访时，阐述了她的策划理念。“我们
定调的‘三里’第一层是花开一度初相识，同游乡间诗
画行；第二层是递进，花开二度欲相知，共述千年黎
乡情；第三层是花开三度盼相守，只愿醉在黎歌里。”

林青告诉记者，她希望策划是有故事的，生动
的，有文化的。“一个地方的旅游发展光靠名字是远
远不够的，要给它插上真正的文化翅膀，王下乡才
能够飞得出去。”在策划时，他们提出的第一个主口
号是“深山藏王下，黎花三里寻”，第二个主口号叫

“昌化江畔木棉红，十里画廊黎花里”，第三个主口
号叫“一步一里一风情，一草一木黎家情”，把王下
乡定为三里，每一里都有固有的风情，有固有的魅
力，真正落笔到文化旅游上。“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
银山，我们要让百姓保护环境的同时，要让他们真
正地富起来，让百姓吃上旅游饭，我们再将这个文
旅项目注入更多文化的魂，把王下乡真正变成人们
梦里的香格里拉。”

文
旅
项
目

黎
乡
文
化

乡亲们载歌载舞迎接宾客乡亲们载歌载舞迎接宾客

房屋墙面上的黎族墙画房屋墙面上的黎族墙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