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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見到符金花，除
了驚歎她高超的編織技
藝，更會驚奇於她遍佈
身體各處的紋身。按照
黎族的傳統習俗，用工

具紋身，是黎族女性結束少女生活、步
入成年時所必須完成的一個程序。海南
黎族分潤、美孚、哈、杞、賽等五大方
言區，不同方言、不同氏族的紋身圖案
都各不相同。

以人類皮膚為載體傳承原始崇拜、記
錄氏族符號，黎族婦女的繡面紋身隨着
黎族世代生存繁衍流傳了三千多年，被
人類學家稱之為“在人體上雕刻歷史的
敦煌壁畫”。由於傳統黎族紋身的工具
簡陋，且紋刺過程十分痛苦。新中國成
立後，這種習俗已漸漸廢除。

作為海南島最後一代黎族紋面婦女，
符金花透露，她從 8 歲開始紋身、紋
面，11歲紋脖子，12歲紋胸口，13歲到
14歲紋完腿部花紋，共歷時6年時間。
紋身圖案有蟲、螺、青蛙、黎族創世神
話中的大力神等，其獨特的圖案組合蘊
含着自然崇拜、祖先崇拜。

儘管已經過去了幾十年，但紋身時的
那種疼痛仍讓符金花至今刻骨銘心：

疼，很疼，沒有麻藥，幾個大人按住手
腳不讓掙扎，紋完後身體腫了一個多
星期都不能下床。

海南有關部門在2009年曾
進行的統計顯示，全省紋
身黎族婦女人數僅剩下
3,450 餘人，且年齡
大多在70歲以上。
隨着海南對少數
民族風情旅遊資
源 開 發 的 重
視，黎族紋身
老人成為獨具
特色的民俗旅
遊名片。

海南島是黎族唯一聚居

地，在漫長的歷史歲月

中，黎族人民一直處在刀

耕火種的原始狀態。新中

國成立後，海南黎族人民

的生活逐漸發生了變化。

特別是今年以來，海南兩

個黎苗少數民族國家級貧

困縣退出貧困序列。其中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依託

熱帶雨林、溫泉、黎苗風

情等資源稟賦，實施“景

區+農戶”、“農民+員

工”等旅遊扶貧模式，帶

動貧困戶吃上旅遊致富

飯。

■香港文匯報 記者何玫、

通訊員安莉 海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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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紋身習俗最後的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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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縣
31年來經濟變化

（單位：人民幣）

年份 GDP 財政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

1987年 1.51億元 0.0441億元 395元

2018年 48.63億元 4.5437億元 11,856元

（（增長增長3131..22倍倍)) （（增長增長102102倍倍)) （（增長增長2929倍倍))

■檳榔林中的
黎族村寨。

香港文匯報
記者何玫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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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金花腿部的紋身。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玫攝

■■““惠農一條街惠農一條街””給村民無償提供場所給村民無償提供場所，，允許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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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農一條街惠農一條街””的創始人之一的的創始人之一的
吉貴吉貴。。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強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強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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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海南努力發揮優勢，不斷探
索發展，在自貿區（港）建設背景

下，響應精準扶貧號召，走出了一條旅
遊與農業、扶貧相結合的特色鄉村發展

道路，改變了黎族過去貧窮落後的
生活狀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擁
有的豐富旅遊資源，成為幫助貧困
戶脫貧的重要載體。

無償提供經營場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位於保亭檳榔

谷的“惠農一條街”看到，富有民族特色
的舖面寬敞明亮，身着黎族服飾的當地村
民在售賣着具地方特色的各種水果小吃，
雖然是旅遊淡季，但遊客絡繹不絕。據
悉，“惠農一條街”是檳榔谷特色。景區
在2013年至2016年間，累計投入近700萬
元（人民幣，下同），打造一條擁有約130
個商舖的惠農街，並無償提供給村民自主
經營農副產品。
“惠農一條街”的創始人之一、保亭檳

榔谷黎苗文化旅遊區總經理吉貴是海南土
生土長的黎族人。他在保亭縣三

道鎮甘什村經過21
年努力，從一

名窮打工

仔，成長為國家5A級景區總經理的奮鬥故
事，已是家喻戶曉的傳奇。

優先購銷農戶蔬果
吉貴坦言，檳榔谷所在的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縣，長期以來一直是國家級貧困縣。
1998年景區開發之前，甘什上村、甘什下
村的村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元。吉貴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道，景區進駐後，努
力讓當地老百姓與景區一起成為“命運共
同體”，包括堅持新增用工優先向周邊村
民傾斜的原則，讓村民變員工，增加其工
資性收入；還堅持不一次性徵收補償的原
則，與周邊村民簽訂租用協議，增加其可
持續收入；另外，還採用訂單採購等方
式，優先購銷周邊農戶的蔬菜、紅毛丹、
菠蘿蜜等農副產品和小背簍、椰殼等手工
藝品，採取“景區+農戶”、“景區+合作
社+農戶”等扶貧方式，組織農戶生產和銷
售，讓農戶獲取勞務、工資、租金、股金
等不同方面的收入。最後，景區根據農戶
各自的意願和特點，景區為村民量身打造
了“半天務農+半天務工”的彈性工作模
式，實現了村民“就業不離家、失地不失
業、收入有保障”的合作願景，解決了當
地約1,500人的就業。

人均年收增至5萬
“目前當地黎族村民的收入來源主要有

幾個方面：一是只要有一技之長到景區展
現就有工資；二是協議租用土地收入；三
是在景區生產製作的產品由景區統一收購
並明碼標價銷售，收入主要歸村民；四是
景區租用土地上的作物（檳榔等）收入仍
歸村民自己所有；五是在“惠農一條街”
銷售黎族特色產品。”吉貴說，截至2018
年，村民在“惠農一條街”各商舖經營農
副產品年均創收達6萬元。此外，還帶動村
民在景區周邊開設農家樂飯店、水果店、
超市等38家，旅遊資源帶動經濟效益顯著
提升。目前，保亭甘什上、下村已基本沒
有了貧困戶，村民大多從茅草屋搬進了自
己的小洋磚瓦房，在檳榔谷景區工作的黎
族村民人均年收入已達5萬元左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景區遇見了22歲的
黎族青年黃志偉，他表示自己畢業於文
昌的海南外國語職業學院，現在景區做
講解員，能選擇在靠近父母和家鄉的地
方工作讓他十分開心。
檳榔谷景區在引導、帶動黎族群眾發

展致富中作出的貢獻得到各方面肯定，
榮獲國務院頒發的“全國民族團結進步
模範集體”、國家文化部頒發的“國家
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範基地”
等榮譽，吉貴也成為海南旅遊行業唯一的
“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
檳榔谷周邊黎族同胞的脫貧致富路，是

保亭縣經濟發展的寫照，1987年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縣成立時，全縣財政年收入不足
500萬元，2018年全縣地方公共財政收入達
4.5億元，是1987年的10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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