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海口3月13日电（记者 罗江）记者从

海南省发改委获悉，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东段、西段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近日分别获批。其中，环岛旅

游公路琼海段和昌江段将于今年开建，项目将进一

步完善海南公路网结构，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促进沿

线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

据了解，环岛旅游公路是海南推进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全域旅游建设的重要项目。环岛旅游公路东

段贯穿文昌、琼海、万宁、陵水、三亚等沿海5个市县，

串连沿途特色海湾、特色海角、特色小镇、旅游景区、

度假区等。路线长 522.61公里，其中新建 140.77公
里，改建45.14公里，利用336.7公里。环岛旅游公路

西段贯穿乐东、东方、昌江、儋州、临高、澄迈等沿海6
个市县和洋浦经济开发区，路线长 422.1公里，其中

新建219.3公里，改建82.7公里，利用120.1公里。

环岛旅游公路建设内容包括路基、路面、桥梁、

涵洞、路线交叉、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环境保护与

景观设计、旅游服务配套设施等。主线一般路段采

用双车道三级公路设计标准，设计速度为每小时 40
公里或30公里，路基宽9.5米。

海南今年将开工建设环岛旅游公路

记者 陈培芳
千年前宋代的一个凌晨，星斗已

落，天色将曙，鄞州籍诗人张良臣早

起赶路，经过一处廊桥，见桥梁建造

精致，幽深古雅，便诗兴大发，作《南

渡晓行》诗一首：“千山万山星斗落，

一声两声钟磬清。路入小桥和梦过，

豆花深处草虫鸣。”流传至今……

千年时光匆匆，多少人事淹没

其中，留予后人的，只有那或浅或深

的岁月记忆，诗人的脚步已无处寻

觅，那座廊桥却依旧“长虹卧波”，守

望着从桥廊中穿越而过的身影。

诗人笔下的南渡，就是如今江

口街道的南渡村，那廊桥，就是村内

的广济桥。南渡顾名思义即为渡

口，“凡节传邮递以及商贾行旅，自

宁绍台温者，无不历此间。”这里自

唐宋以来处在明州(宁波)至台州的

古驿道之上，从古明州和宁波到台

州、福建方向的过往客商，必须要渡

奉化江、过南渡，经奉化后再继续南

行，历为官吏、商贾、民众必经之处，

曾经繁荣一时。

古诗、古桥、古村，让人心生向

往，心里一直盘算着何时去一览广

济桥的千年风采，奈何连日阴雨，久

不见阳光，不免耽搁了行程。前几

日迎来了久别的太阳，午休时天气

晴好，初春的阳光晒在身上，整个人

不免慵懒下来，与同事闲聊说这样

的天气不去外头走一走简直是“暴

殄天物”，于是一行人便到了南渡，

找寻张良臣笔下的广济古桥。

到了南渡，不消多问，便找到了

广济桥，眼前的广济桥如同过眼岁

月一样引人遐思。桥下锁石上承木

梁，梁上铺木板作桥面，上建廊屋二

十二楹，中间跨空五架梁，造型轻

巧，远望如飞虹临水。引桥两旁有

小屋十二间，内有建桥碑记、禁约

碑、舍茶碑等五块石碑。桥上建有

神祠，设有长凳，桥顶上盖青瓦，而

在桥头南北建碑亭、茶室及救火会，

如今也已废止不用。

那些世代制造廊桥和来来往往

走过廊桥的人们，他们的身影和脚

步在廊桥里杂糅、混合、重叠、拥挤，

旷古的敲打声和脚步声在响起的一

刹那就从未停止过它飞向无边时空的

脚步。广济桥迎送八方来客，却也有

自己的讲究，它不准许村人桥上聚赌、

打架及停留牲畜。

从广济桥进出的，大多是村人，他

们有的脚步承重，拖着生活的负担；有

的大步流星，在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中，

从这里走了出去，追寻美好的未来；有

的干活累了，在这儿歇歇脚；有的趁茶

余饭后，在此处聚一聚会。广济桥是

南渡人心中岁月停靠的驿站，更是那

不曾飘远的记忆。

不知是谁想起车上带有航拍器，

便商量着何不换个角度欣赏一下这广

济桥，航拍器飞过广济桥，屏幕里的画

面让人震撼：碧绿的县江水犹如翡翠

如意，将南渡村一分为二，广济桥成了

其中唯一的连接，两岸槐树初绿，白墙

黑瓦，似水枕江南，“江南无所有，聊寄

一枝春”大抵就是这样的情境吧。

相传“南渡”村在唐代已名，然南

渡何时有桥？据宋《宝庆四明志》记

载，北宋建隆二年(961年)僧师悟始在

南渡造土桥，其后邑士余覃修建木桥，

名“广济”。皇佑中(1051年)县令王泌

重建，绍圣四年(1097年)主薄李肃重

建，绍熙(1192年)邑人汪伋再重建，并

筑堤岸，立石柱，上架梁板，覆以屋，高

广坚丽，履之如平地，望之若晴虹，此

即最初建成的南渡廊屋式石柱墩木梁

桥。元代至元二十三年 (1286年)，由
奉化县主簿卢震发起重建，善士沈森

出资，聘请鄞县小溪(鄞江镇)石匠许

诚施工重建。

广济桥的桥南桥北有条老街，在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形成了昼夜不

息的“南渡市”。

一个村，有了老街，才有了记忆。

南渡的老街，便是南渡人的魂。老街

就隐藏在云烟雨巷的时光深处，它像

善良的母亲呵护着宠溺着，莽撞在童

年里的孩子。青石板上滴答滴答的雨

声，带走的是儿时烦恼，巷子里放飞的

纸鸢，承载着对天空的渴望。柔软的

泥土，被轻快的脚步踩踏，笑语浓处，

是南渡人或忙碌或悠闲的身影。

走在老街，仿佛置身于一张上了

色的旧相片里，安静又充满了生活的

烟火气。斜阳打在斑驳的门板上，明

晃晃地迷了眼。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朗朗的读书声，街坊们的家长里短声，

不知落寞在何时。现在的老街，就像

迟暮的老人，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只是

渴望沉沉地睡去。可老街没空，那不

知何处传来的咿咿呀呀的越剧声和挂

在临街窗沿上的色彩缤纷的各式衣

物，仿佛在告诉我们，老街，还在，南渡

人的记忆，还在……

“以前这条街可热闹着呢，每家每

户都住满了人，碰到节日，人都走不

过，现在很多老物件都不在了，看看这

门，都是新的了，以前的木门可精致

了。”见有外乡人，一位热情的阿姨与

我们回忆老街的过往，说起往日的繁

华，她依旧很兴奋。

南渡多桥，老街的尽头，便是那座

与广济桥始建年代同期的通济桥。相

较于广济桥，这通济桥就显得平凡得

多，一座普普通通的单拱石桥，由村人

何绍裕、何绍定兄弟俩在上海开设的

营造公司出资重建。若要真找出些不

寻常之处，大抵就是这通济桥的桥名

分别出自两位名人之手，东面桥额是

奉化末代进士竺麟祥（溪口董村人）手

迹，西面桥额由奉化著名书法家方舟

汝所题。

今日南渡已略显寂寞，难见当年

的繁华，惟有广济桥下偶有荡漾着当

年的桨声和岸边主妇们的浣洗声，勾

起那一段尘封的岁月。

千年南渡：

一首诗，一座桥，一条老街，一段岁月

□杨长乐 王红雨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

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北宋诗人林逋的诗写出

了梅花的独特神韵。3月，正是赏梅的季节，被连绵

的阴雨天困了几周，难得一个周末没有下雨，想着新

建村的梅花肯定已经竞相绽放，心向往之，便带着父

母驱车前往。

从奉化市区出发，到萧王庙何家村，便左转往慈

林棠村方向行进，到了棠村后右转，不久，便到了新

建村，路旁有多处用花草拼成的景观煞是漂亮，再往

前就到了新建村世界桃源，只见路旁新搭建了竹篱

笆，竹篱笆上挂满了桃花装饰品，与旁边的桃林、竹

林交相呼应，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因为天气的原因，上山看梅花的人比往年要少

一些，但依旧可以看到络绎不绝的旅游大巴车停在

道路两边，都是前来赏梅的游客。其实在奉化，看梅

花的地方就有不少，如莼湖南岙村、裘村马头村……

而新建村的走红，多多少少让人有点意外。新建村

位于溪口镇南侧，原本以种植水蜜桃和雷笋为主。

谁都没有想到，这个村子会因梅花走红。新建村里

有不少山坡，大概十来年前，有一座山头被个花木商

人包下来，原本是做梅花苗木生意的，没想到到了梅

花季，漫山遍野的红梅一开，美不胜收。这两年，来

新建看梅花的人就越来越多。有时候周末天气好人

一多，车子都被堵在外头了。这座“梅花山”就这样

走红了，算是应了那句俗语——“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荫。”

梅林在新建村的小山岙上，从村里出发需要徒

步行走半小时左右，沿途有不少附近村民在这里摆

摊，卖些饮料水果，也有卖土特产，烤年糕烤玉米之

类，游客一多，也给村民带来了一些收入。阴雨天

里，道路有些泥泞，好不容易爬上山坡，眼前豁然开

朗，冷风凄雨夹杂着一阵阵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连

忙深呼吸。近千株梅花漫山遍野竞相绽放，心情一

下子舒展起来，30多亩梅林染红了一座座山头，穿

行在梅林间，依旧有阵阵淡淡的香气，令人心旷神

怡。一朵朵红色的梅花傲立枝头，艳而不妖，引得周

围的游客陶醉其中。

在雨中赏梅，颇有一番意境，没有游人如织，没

有熙熙攘攘，雨丝飘落带着清悠香气，花朵一尘不

染、灵气通透，这天地间仿佛只有我和梅花，这是晴

日里、雪天里所领略不到的，发梢、衣领被雨打湿，但

心境是开阔的，自由的，轻快的……

回去路上，趁着时间还早，便去新建村里走走看

看，才发现这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小村，种植着雷

笋、桃林、芋艿、花卉苗等，是一个典型的生态农

业观光村。新建村享有“中国水蜜桃之乡第一村”的

美誉。位于村庄西侧连片面积 1300余亩的奉化水

蜜桃观光园是每年桃花节、水蜜桃节重要场地，汇集

世界各地 150多种名优桃树品种的“世界桃街”更是

远近闻名。

新建村各自然村散落在山山岙岙，村中有一条

古道，翻越曰岭直抵县城，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古

时候，村域内多庵、庙，有“十庙、九庵、一步江郎桥”

之说。沿古道有南祠和北祠，在周坑岙深处，有座建

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的法华庵（后改称法华

寺）。蒋介石幼时随母亲常去法华庵拜佛，长大发迹

后仍不忘童趣。1947年清明回故乡扫墓，他偕夫人

宋美龄重游法华庵，并在那里采集野菜，夫妇亲自动

手烧煮，与家人共进午餐。

新建村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新建人在传承的

基础上谋发展。经济提升，推动了新农村建设。

2003年起，投资 1200万元，建设新农民住宅小区，

64户农户告别拥挤的旧舍，住进了漂亮的农家别

墅。2005年，投资 150万元，整治了村河道 1200
米，修筑村道 2500米。投入环境卫生和绿化资金

60万元，整治和改善村容村貌。昔日的江南黄土

高坡，今日已变成桃红柳绿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新

建村相继获得浙江省全面小康示范村、兴林富民示

范村、卫生村；宁波市文明村、生态示范村、亿万

农民健康促进行动示范村、特色农业专业村等 30
多项荣誉称号。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村两委会十分重视村民的

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名村文化建设。经常举办村民

们喜闻乐见的乒乓球赛、象棋赛、篮球赛和农民趣味

运动会。全村呈现着民风淳朴、邻里和睦、尊老爱

幼、社会和谐的景象，美丽的江郎桥畔处处绽放着文

明之花。近年来，村里以建设现代农业观光园为总

目标，以打造“流转的花季·生态的田园”为抓手，通

过美丽乡村示范村、滕头-新建“桃花盛开”风景线

等项目建设，梅花、桃花、油菜花等花海效应逐步显

现，水蜜桃、雷笋、草莓等特色农产品效益更加明显，

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雨中，寻新建村的那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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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讯

新华社上海3月14日电（记者 陈爱平）记者

从此间举办的2019年旅游工作会议上获悉，2018年
上海市旅游总收入为5092.3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3.54%。2019年，上海将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中外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旅游休闲体验。

数据显示，2018年，上海接待国内旅游者 3.40
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4477.15亿元人民币；接

待入境旅游者 893.71万人次，实现国际旅游收入

73.71亿美元。2018年上海旅游业增加值为2078.64
亿元人民币，占全市GDP比重为 6.4%，旅游业成为

上海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上海财经大学旅游管理系教授何建民分析，上海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丰富，国际化程度

高，交通便利、公共服务精细，城市智慧化水平日益提

升，这是上海持续吸引国内外游客来沪的重要原因。

相关负责人在旅游工作会议上介绍，上海将在

2019年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不同游

客群体的旅游休闲需求。

上海将进一步提升全域旅游能级，通过美化城

市景观体系，丰富黄浦江游览产品，新推出一批文化

旅游线路，拓展“建筑可阅读”“文博带回家”“街区漫

步”等系列服务，培育乡村旅游精品，丰富工业旅游、

购物旅游、体育旅游、健康旅游等业态。

上海将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通过提高旅

游交通通达度、推进“一部手机游上海”及完善“乐游

上海”微信小程序等举措，方便游客自助旅行。

上海将联合长三角各旅游目的地开发更高质量

的旅游精品，探索推出“畅游长三角”惠民“一卡通”、

建立长三角旅游气象服务中心等，方便游客在长三

角地区“畅游”。

上海旅游年收入突破5000亿元

小名片：
南渡村地处江口街道东南

部，离奉化城区约 7公里左右，全

村耕地面积 1129 亩，由蒋家村、

琎琳村、上街村、下街村四个自然

村及原南浦居民区组成。全村有

常住人口约 400 户，共计 960 余

人，以何姓为主。南渡村为古时

交通要道，水陆路四通八达，航船

可通西坞、白杜、宁波等地。北宋

时，跨县江始建广济桥。全村经

济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大部分青

年外出经商或务工，农业以水稻

种植为主，西瓜、葡萄等经济作物

近年来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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