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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前不久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开幕
式致辞中，以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海南文昌市铺前镇的木栏头灯塔为喻说，
“这座灯塔指引船只驶向安全的港湾，也启迪着全球政策制定者直面时代挑战、破
浪前行”，她敦促各国循着“团结、合作”之光，引领全球经济突破困境、勇毅前
行。

格奥尔基耶娃女士口中的木栏头灯塔耸立于海南岛的东北角，塔高88米，被誉为“
亚洲第一灯塔”。这座白色圆柱形灯塔不仅是船只进出琼州海峡的重要航标，也见
证着古镇铺前的岁月变迁、沧海桑田：

眺海相望的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完成，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如
虎添翼；连接海口与文昌的海文大桥建成通车，铺前镇进入与省会“同城化”时代
；环岛旅游公路连山接海，古镇风景名胜大步“走出深闺”；往来的国际船舶日渐
增多，呈现出“门泊东吴万里船”的壮阔盛景。

抢抓自贸港机遇乘势而上

铺前镇位于海南省东北部的文昌市，三面环海，辖区面积134.7平方公里，人口近5
万，是海南四大古镇之一。

早在明代，这里就已成为商船云集的繁华商埠，也是海南岛货物与人员出洋的海陆
要冲。琼北曾经流传这样一句话：“东走西走，不如铺前和海口。”昔日铺前的经
济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时空斗转星移，中央经略南海。2018年4月13日，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并着力将其打造成为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
大战略服务保障区。

乘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东风，古镇铺前正逢其时乘势而上。铺前镇党委书记邢益致
说：“自贸港建设5年来，铺前镇紧紧把握发展机遇期，进入了提速发展的快车道
。”

5年来，当地高速公路、旅游公路、跨海大桥、天然气管网等基础设施全面升级。2
019年开通的海文大桥将铺前到海口的车程从1个半小时缩短至20分钟左右，成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新地标。

“未来我们既可依托文昌国际航天城发展的优势，又可承接海口省城经济外溢的红
利。‘航天城+省城’的双城效应，为铺前镇的未来铺陈了一条前景可期的康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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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邢益致说。

海南省委书记冯飞表示，5年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实现从“顺利开局”到“蓬
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进入到成型起势阶段，经济社会发展
呈现总体平稳、质量趋好、优势累积的良好局面；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
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和种业、深海、航空三个未来产业加快发展
。

按照部署，铺前镇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加速发展现代渔业、旅游业、高效农业等产
业，不断推动全镇产业转型升级。

铺前海岸线长达49.5公里，有5个天然港湾，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木兰湾、骑楼老
街、海底村庄遗址、百年老宅、环岛旅游公路等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引
人入胜。

镇长韩壮畴说，当地正积极利用环岛旅游公路、文昌国际航天城、国际旅游岛等众
多利好，建设打卡点、集散地、民宿等基础设施，打造“滨海旅游小镇”。

中心渔港建设如火如荼

从海文大桥俯瞰，一侧是热闹非凡的铺前港，捕鱼回港的渔民、鱼市摊主、来自全
国各地的商贩和当地居民熙来攘往；另一侧则是海南自贸港大型项目之一——铺前
中心渔港，施工现场如火如荼。

47岁的杨建玲是铺渔村渔民，在铺前港经营一个海产品档口。“船上生、船上长”
是杨建玲儿时生活的记忆。“祖辈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我们离不开大海。”她说
。10年前，杨建玲逐渐从捕鱼转向收鱼，两个儿子延续家族传统出海捕鱼。

“以前卖鱼最远到海口。现在物流发达了、交通便利了、保鲜技术也提高了，鱼能
卖到浙江、福建一带，行情好的时候大家要‘抢货’。”她说。

杨建玲或许还不知道几公里外在建的中心渔港对她和当地人即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但她已经切身感受到自贸港建设带来的好处。“我们都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受益者
。这两年游客越来越多，鱼卖出好价格，我们收入也更高了。”她说。

在中心渔港施工现场，起重机、挖掘机等大型工程机械机声轰鸣，运输车穿梭不停
，300多名工人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新渔港的整体面积217.3公顷，预计投资约
100亿元，建成后可以停靠800艘船舶，主体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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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文昌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心渔港代管项目负责人吴坤鸿说，项目建设采取
了绿色、循环的施工办法，施工过程中的海水进入纳泥区后经过沉淀池、防污帘将
杂质过滤干净，再排入海中，尽可能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铺前镇常务副镇长陈文旺说，渔港将集渔船停泊、渔货装卸、物资补给、水产品加
工、渔贸交易、渔业研发、休闲渔业等功能于一体，形成集现代化渔港、渔获交易
市场、数据产业园区和特色小镇为一体的综合经济区。

海南全岛2025年实现封关运作后，国际上的商品、船只、货物等可以自由进出海南
。“未来，铺前中心渔港也会承接来自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
渔获，着力打造亚洲高端渔获仓储、加工、研发基地，真正把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的政策红利落到实处。”陈文旺说。

“绿色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自贸港建设带动铺前镇传统的渔业、农业等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板栗
红薯等特色农产品种植基地迅速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康养等绿色生态产业逐步兴
起。

在“绿浪”涌动的红薯种植园附近，记者偶遇不少专程从海口驱车前来购买板栗红
薯的游客。颜色鲜亮的红薯香甜粉糯，接近板栗的口感，风味独特，同时，又与其
他产地的红薯错开收获季节，因而不愁销路。

海南文昌木兰湾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吴忠说，自贸港建设5年来，对农业的
利好政策不断推出，基础设施大幅改善，便捷的物流和运输条件带动红薯成为农民
增收的大产业。“村民不再需要到大城市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收入不错的工作
。”

该公司今年红薯种植面积达到1200亩，产量预计可达420万斤，产值1500万元。
旺季每天用工达100人，每人每天收入160元左右。红薯地里，采收机来回穿梭，
工人们将采收后的果实分拣成特级果、中小果等十几个种类，经过称重、包装等流
程后，销往全国各地。

“目前我们的红薯已经进入香港市场，我很期待自贸港建设给海南农业带来更多机
遇，通过外贸等渠道让高品质的农产品走向世界。”他说。得益于当地政府的支持
，吴忠计划继续扩大红薯产业，带动更多农民搭上乡村振兴的“快车”。

在铺前村落里，随着乡村振兴不断推进，村居环境越来越整洁，而不同时期修建的
房屋保存着独特的渔村记忆：有被当地人称为“浮脚楼”的简易棚屋，这曾经是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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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漂泊海上的渔民歇脚之处，现多用来存放杂物；有低矮的框架平房，这曾是渔民
上岸定居后的早期住所；更多的是近年来修建的三四层砖石房，宽敞明亮，有的还
有独立的小院。

沿街走过，只见不少渔民坐在家门口制作、整理钓鱼线，娴熟地将长长的钓鱼线打
上一个个结，挂上鱼钩，生活忙碌而充实。铺前镇党委委员韩春艳说，这三代渔民
房记录了时代的变迁，是当地人美好生活的注脚，也让“乡愁”有了寄托。

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力度加大

行走铺前，古镇的多处历史文化遗存在保护中得到传承。

具有百余年历史的胜利老街是当地地标之一，176座南洋风格的骑楼建筑坐落于老
街两侧。据统计，清代和民国时，每年从铺前闯南洋的海南人多达10万，去往越南
、泰国等国家。据镇政府统计，铺前籍华侨华人约有4.7万人。老街的骑楼建筑就是
“下南洋”的人返乡修建的。

近年来，当地政府已投入资金800多万元，对老街进行规划设计、修复、整治和改
造。

77岁的林道芳仍然居住在曾祖父建造的百年老宅之中。精致的木雕门、彩纹的地板
砖、屋檐下的精美壁画，寄托着主人期盼叶落归根的情怀。林道芳说，房屋建造耗
时3年，有的石料和木料是直接从越南用船运过来的。老屋面朝大海，在绿水青山
中无声诉说着历史。“希望家乡发展能进一步推动老屋得到更好的保护。”他说。

78岁的钟业椿曾经居住在其中一间老屋，后来儿子去海口等地工作，他将房屋出租
给亲戚售卖鱼胶等海产品。“近些年镇上发展很快，老百姓受益很大。希望封关后
镇上能有更多的游客，店铺的生意越来越好。”他说。

离胜利老街不远的溪北书院则是海南岛保存最完整的大规模清代建筑群之一，是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1893年。书院旁边的文北中学里，有近800名学生就
读。文北中学副校长沈文略说，自己1991年初中毕业时，书院二楼还是学校图书馆
，大家经常来此借书。

沈文略说，这几年书院保护力度很大，前期已投入约2000万元进行修复，后期还将
打造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同时配合全域旅游发展，吸引更多游客。“这是爷爷奶奶
那辈人修建的房子，我们这一辈有责任把他们保护好、利用好，传承下去。”

“自贸港建设不仅带动了经济增长，各层面文物保护意识也明显增强，举措实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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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和利用，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
发展。” 陈文旺说。（记者陈瑶、娄琛、夏晓）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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