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团结的文化符号，开发历史文化

游，如推出“冼夫人足迹之旅”，串联

起相关遗址，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

历史的厚重；同时，创新纪念品和文

创产品，能够促进地方经济，也能更

好地传播这一独特的历史文化，推

动文化旅游业向高质量发展。

保护好传承好使用好冼夫人

历史文化遗产。冯冼家族在海南

的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重要组成。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冼夫人信俗（“军坡”）传承为

抓手，保护好、传承好冼夫人文化

遗产，对于历史文脉的传承、铸牢

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海南岛遍布434座冼庙，辐射

周边3000多座村庄。冯冼家族传

统聚居村落中现存不少修建于明

清时期的古建筑、雕像、碑刻、牌匾

等，院落空间层次分明。位于澄迈

县的将军第（冯氏大宗祠）、文林冯

公祠、夏阳侯庙等入选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数据显示，海口、定

安、屯昌、澄迈、琼海、文昌、万宁、

琼中、陵水、白沙、临高等11个市县

102个乡镇每年举办的军坡（公期、

行符）节庆多达900余场。冼夫人

特色文化在海南较好地保存了地

缘民俗生态。然而，笔者调查发

现，不少古旧民居、宫庙、文物年久

失修，渐成危房；消防安全设施不

足，文物保护存在火灾隐患；周边

的一些现代建筑破坏了传统古村

落的美感与价值。综上可见，冼夫

人相关历史文物及民俗等多元遗

产的保护、传承面临非常严峻的局

面，亟须建立行之有效的保护体

系，统筹规划，依法依规保护文化

遗产。

此外，还应加大支持创作出版

文化影视作品的力度，推动传统与

现代相结合。推动更多以冼夫人

地缘文化为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作品走向海外，建立海外本土

化传播、运营生态，抢占现代传播

制高点。支持民间交往，让海内外

民众在沟通交流中进一步加深了

解，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增强

海外乡亲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

和归属感。

聚焦海南自贸港冼夫人文化

经贸带的科技创新和社会价值创

造。首先，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在

“企业主体、市场运作、政府引导、

国际规则”指引下协调推进海南自

贸港冼夫人文化经贸带建设，鼓励

引导和规范统筹全产业体系发展。

冼夫人文化经贸带涵盖劳动力密

集型行业，要注重海南自贸港新质

劳动者队伍的培育，催生更多“向

海看世界”“向海图强”的先行者和

战略人才。

其次，培育多元创业投资主

体，提升文旅新体验。结合文化创

意产业特点，整合政府投入、投资

基金、慈善信托、公益公募等，支持

艺术文化各领域在弘扬冼夫人文

化方面发挥作用，支持旅游企业盘

活存量旅游项目与资产。融合科

技手段，赋能旅游产品，创造出虚

拟与现实结合的场景，使游客在高

沉浸强交互式的体验中穿越到充

满历史厚重感的年代，让旅客加深

对冼夫人文化的理解。通过有效

整合文化及旅游资源，提升旅游项

目质量和持续运营能力，力推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形成更多新的产

业增长点。

最后，立足服务新时代统战工

作和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继承

和发扬冼夫人文化，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新性融入统战工作，推动

“第二个结合”在统战领域创新落

实。增强认同、凝聚人心，发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增进政党关系、民

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及海内

外同胞关系等统一战线五大关系和

谐中的作用，画出最大同心圆。支

持在冼夫人文化遗址建立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用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形式全方位

传播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及行为规

范，让青少年群体了解、热爱和弘扬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红色文化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泱泱中

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

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海南建设自贸港要始终坚持党的

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创新自信，通

过挖掘冼夫人文化，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优势创造性转化为发展优

势、竞争优势，激发经济社会发展

内生动力，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交

流，写好“人文经济学”大文章，助

推海南自贸港开创民族团结进步

与经贸发展新格局。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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