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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节庆文化、黎苗族语言等文化，
从而进行有效的旅游开发，带动这
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四是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为海

南特色文化旅游提供可持续发展
能力。贵阳孔学堂通过建立“研修
园”的方式集聚人才，打造国内外
儒学专家向往之地。重庆红岩文化
景区通过引进人才、组织培训教育
等方式，储备人才。人才队伍的建
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具备长远
的目光，做好人才储备。应大力挖

掘和培育海南特色文化传承人才，
特别是黎族文化传承人才。要着力
培养一支精通海南文化、懂得市场
运作的旅游人才队伍，加强对导
游、景区服务人员和当地民众的海
南特色文化教学，提高文化观念和
素养。加大对我省高校、高职、中职
等文化艺术类师资队伍的培养，提
高人才培育的质量，对于一些传承
海南特色文化的专业可以通过免
学费的方式，鼓励更多热爱特色文
化的学生报名。要强化义务教育阶

段海南乡土文化课程教学，提高居
民的乡土观念和素养。要培养琼剧
表演新人，建立完善的传、帮、带机
制，让优秀的琼剧得以传承和发
扬。可以通过省民族文化艺术交流
协会举办座谈、研讨会和调研活
动，在加深对海南省特色文化研究
的同时，也挖掘人才、发现人才。H
（本文执笔：段勇兵、肖奉仪；调
研组成员：谭键、段勇兵、肖奉仪）

插上文化之翼 助飞海南旅游
文 | 吴鹏

近年来，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文化旅游发展，省委书

记罗保铭指出，海南不仅要打造旅
游岛，也要打造文化岛，使海南的
旅游插上文化的翅膀，注入文化的
灵魂。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深入
推进，来琼游客与日俱增，对旅游
过程中的文化体验和审美要求越
来越高，加快文化旅游开发建设愈
显迫切。
如何深挖海南文化旅游发展？

对此，笔者有以下五点建议：
（一）突出海南特色，让独具魅

力的“琼”字号文化旅游品牌“靓”
起来。
提升旅游层次，增强旅游业的

竞争力，关键要走内涵式发展道
路，提高旅游的文化含量。要抓住
游客普遍的旅游差异性心理需求，
充分发掘和利用海南特色资源，突
出市场性、创新性，打造具有海南

地方文化特色的系列旅游精品，提
升旅游商品的文化创意，做到“人
无我有，人有我精”，努力把提升文
化内涵、体现人文关怀贯穿到旅游
全过程。比如，抓住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的有利契机，探索开展以
商贸游、会展游、骑楼体验游、邮轮
游等为代表的海上丝路主题游；构
建以海上丝路·骑楼文化旅游区、
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高尔夫
四大赛事为代表的国际旅游吸引
物。创新文化娱乐消费，做大做强
三亚“千古情”、琼海“红色娘子军”
等一批引领性的文化秀演品牌。探
索开发一批旅游纪念品，除了创新
目前已有的海南黎锦苗绣、椰壳贝
艺、海南木雕外，还可以以旅游目
的地的风光、建筑物及人物民俗为
题材，利用本地特有原料，邀请省
内外文化企业进行产品的创意设
计和开发。鼓励景区打造主题体验

店，4A 级以上景区探索开发自主
产权的旅游商品。大力推进海南文
化融入餐饮、住宿、公共服务等旅
游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海南
特有的文化旅游氛围。建议各级政
府按照全省一盘棋思想，牵头协调
各方力量，以开展省域“多规合一”
和打造全域旅游为契机，编制海南
文化旅游规划，将全省文化旅游景
区景点有机衔接起来，连点成线、
以线带面，形成海南文化旅游的立
体网络；组织各级史志部门、高校
和研究机构、旅游部门加强对海南
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梳理，将海南
各种历史传说、典故、民间传统、诗
词、人物传记等进行整合提炼，做
好包装、策划和宣传，使其融入景
区景点之中，进一步增加海南文化
产业内涵。
（二）开发与保护并重，让海南

地方文化遗产“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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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强调，要像爱惜自己
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
遗产。建议在全省开展更加全面细
致的文化遗产普查，逐一分类登记
造册；划定文化遗产保护区，对文
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不仅保护
建筑物本身，还应保护周围环境，
对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某些部分和
功能，可以在不影响观瞻的前提下
进行适度改造。进一步加强文化旅
游配套设施建设，增强景区吸引
力，推动二次消费。探索成立非遗
文化和手工艺研习所，建立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研习制度，以现代化
手段将哩哩美渔歌、竹竿舞、崖州
民歌、公仔戏等民俗歌舞提升为具
有市场吸引力的民俗文化演艺，同
时由政府主导搭建文化演出平台
开展推广演出。设立专项扶持资
金，表彰奖励对乡土文化和民俗文
化发掘传承有突出贡献的人士，通
过媒体报道等形式为他们鼓劲点
赞，让他们感受到社会认同，提升
其荣誉感。在现有基础上，继续丰
富“文化遗产日”活动内涵，扩大影
响力，帮助民众了解和欣赏文化遗
产，增强保护传统文化的自觉意
识，消除面对社会主流文化时的自
卑心理。
（三）积极“走出去”“引进来”，

推动地方传统文化和外来优秀文
化交流“热”起来。

以更包容的胸怀和更开放的
姿态，大胆向优秀外来文化学习，
推动海南文化旅游走上新的更高
的层次。以国家建设“一带一路”为
契机，深入挖掘海南南洋文化资
源，深化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在国际旅游开发方面的交流合作，
发展海南特色海上丝路旅游产品，
比如依托三亚伊斯兰古墓群、海口

骑楼文化街区、东方边贸旅游城、
潭门南海风情小镇、兴隆南洋风情
小镇、澄迈陶瓷遗址等海上丝绸之
路旅游资源，联动海上丝路沿线国
家，开发古今时尚海丝文化体验旅
游项目，全方位立体展现海南深厚
的南海丝路历史文化。引进水秀、
杂技秀、魔幻秀、歌舞秀等时尚演
出，与南海渔家文化、琼岛历史文
化等本土文化相融合，打造高水平
旅游秀演剧目。积极参加国内外举
办的各类旅游交易会及宣传促销
活动，利用各类巡演活动、表演舞
台、传统媒体、新兴媒体等平台，针
对不同人群和市场，设计层次感较
强的文艺作品，对外推介海南文
化，形成舆论话题热度。借海口建
设长影世纪影城、冯小刚电影公社
等，吸引有实力的文化公司、剧组
来琼拍摄影视剧集，让更多人了解
海南文化，喜欢上海南文化。
（四）抢搭“互联网+”快车，推

动海南智慧文化旅游发展“快”起
来。

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
入，利用大数据、O2O、云计算、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推进
旅游管理、旅游服务全面升级。比
如，整合各旅游要素，包括城市资
源、气象、交通等方方面面，为游客
游前、游中、游后提供丰富的资讯
保障。借助高速的移动通信网络及
先进终端设备执法，进一步提高处
理违章违法事件的效率，为游客提
供安全、通畅、高效的旅游环境。支
持社会资本和企业发展特色文化
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支持企业通过
文化旅游 APP、微信等新媒体手段
宣传推广特色文化产品，尝试推广
“线上下单、线下购物”的在线旅游
购物模式。加快光网智能岛建设步

伐，加快推进机场、车站、码头、宾
馆饭店、景区景点、旅游购物店、主
要乡村旅游点等旅游区域及重点
旅游线路的无线、4G 网络等基础
设施建设，推动我省 4A级景区实
现免费 Wi-Fi、智能导游、电子讲
解、在线预订、信息推送等功能全
覆盖。
（五）多管齐下提高能力素质，

让海南旅游人才队伍“强”起来。
要立足本土培养，在学校植入

传统文化教育，强化人才的乡土观
念和素养，特别要下大力培养和扶
持本土文化人才和非遗传人，为本
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提供保障。探
索设立一所综合性旅游大学，借鉴
世界上同类学校的办学模式，把学
校办成集教学、培训、科研于一体
的综合性大学，同时进一步加强与
国内外院校的务实合作，优化师资
力量，培养全方位实用型管理操作
人才。加强对在职人员的再教育，
严格实行持证上岗、岗位资格考评
制度，提升从业人员文化素质，树
立国际旅游岛整体形象。继续开展
“最美导游”等评选活动，鼓励导游
群体创先争优。进一步加大海南旅
游“智库”建设，通过文化交流研
讨、文化论坛等活动储备文化产业
人才，形成一批专家学者长期智力
支持系统。进一步完善人才引进机
制，对各类高层次人才的家庭成
员、住房、工资收入等方面给予优
惠，吸引更多外来人才。加强对本
地居民语言能力、待客之道、文明
礼貌、环保意识等方面的宣传和教
育，提升文化涵养，树立与国际旅
游岛相吻合的居民素质形象。H
（作者单位：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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