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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戴 瑶
记者 任明超

清晨，到白沙的茶园采几片挂着露水

的新茶；中午，在海口的火山石屋里乘凉

歇脚；傍晚，登上五指山鹦哥岭俯瞰千亩

梯田……近日，2025 海南“文旅高质量发

展深度调研行”媒体采访团活动走进海南

多个市县。离开海岸线，深入海南岛腹地，

那些隐藏于山林之间的村落正依托各自的

优势，绘就独特的农文旅融合新图景。

“农耕路”变成“旅游路”

“半个月之前，这里都是金灿灿的一

片。”站在观景台俯瞰，刚经历了丰收的

牙胡梯田又露出了褐色的土地，成片的稻

梗为这片土地蒙上一层青色。五指山市毛

阳镇牙胡村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队员石云

峰介绍，7月 10日前后，新的一批稻子又开

始播种，“等到八九月份进入稻谷生长期，

这里就可以看到‘绿油油’的景色了”。

作为海南境内面积最大的梯田，牙胡

梯田蜿蜒分布在鹦哥岭山脉之中，观览面

积达 4875 亩，其中农田面积 1410 亩 。

2023 年起，牙胡村充分利用梯田资源，

大力发展农旅融合旅游项目和“山兰米”

特色产业，形成“以农促旅、文旅结合”

的梯田农旅发展思路。通过“七个统

一”，即统一布局、统一抓水利、统一放

水、统一播种、统一耕田、统一管理、统

一收割，形成“种田既是保障口粮，又是

种风景，种财富”的新理念。石云峰介

绍，截至目前，牙胡梯田累计到访游客已

近 10万人次。

从山脚坐电瓶车盘山而上，曾经村民

每天走的“农耕路”已经变成了如今的

“旅游路”，过去上山种田的村民握上了方

向盘，也握住了新的就业机会。“我们一

期建设时，为村民安排了统一的驾驶培训

课程。目前景区已带动周围 10 余名村民

就业。”石云峰介绍，一些村民还会在旺

季自发到景区摆摊、做农家乐，“我们计

划未来新建两间梯田茶吧驿站和 14 间民

宿，也将由当地村民运营，进一步带动村

民就业”。

村企合力，茶香飘黎乡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生态搬迁第一村——新高峰村的村

民则离开了世代生活的山林，通过“企

业+村集体+农户”的合作机制在山下打

造出一座全新的“白沙大院”，描绘出一

幅乡村振兴新画卷。

白沙大院是海南省环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旅游公路上的复合型旅游驿站，集雨林

度假、黎乡风情、茶旅体验于一体。驿站

按照“生态化设计、本土化营造”理念，

融入黎族少数民族风情建筑元素，配套建

设 106间高端生态民宿、黎族非遗展厅及

游客服务中心等。“最初，我们在与村民

沟通的时候也遇到了一定阻力。”新高峰

村驻村第一书记陶艮坤介绍，这里曾是新

高峰村的二期建设用地，但最终为了长远

的发展，村民决定支持驿站的建设，白沙

县也为村民重新划分了建设用地。“白沙

大院正式运营后，我们还计划在村子里组

织一些非遗展示、体验活动，预计未来可

提供 30个就业岗位，每年给群众增加 180
万元收入。”

如今，墙面绘制有黎族特色纹饰的村

民住宅与崭新的现代化旅游驿站比肩而

立，站在白沙大院游客中心的露台上，一

眼望去是成片青翠的茶园。近年来，白沙

通过做长做强茶产业链，让小小绿叶变成

致富“金叶”，不断扩大品牌效应，促进

茶旅融合发展。“未来，白沙将串联白沙

大院驿站、白沙展示馆、民族博物馆等节

点，形成文化体验线路。”白沙黎族自治

县旅文局副局长孙秀霞表示。 2024 年，

白沙全县茶旅综合收入突破 8000 万元，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率提升至 39%，走出一

条“农文旅融合”新路线。

火山古村引“琼外来客”

乘着自贸港的东风，越来越多来自其

他省市的目光也汇聚于海南。在海口火山

口地质公园旁，石山镇道堂村委会三卿村

依托独特的火山石文化，吸引了众多

“琼”外来客。作为一座拥有 800 年历史

的古村落，三卿村火山石屋占比超 90%，

完整保留了 5条火山石古巷，这里还有安

华楼碉堡、敬字塔等历史建筑。“我们在

海南跑了很多村庄，只有三卿村的历史味

道还保存得相当完整。”来自贵州的青辰·

归时小屋总经理欧阳垠已经来到海南十余

年，独特的火山石风貌让他决定将企业落

地在这里，“我们保留了火山石屋原貌，

融入红框设计元素，每天最多时能来上百

位游客”。

一些曾经短暂停留的他乡客也选择留

在海南，将其他地区的传统文化带进这座

村庄。“之前我们都是来海南旅居，2021
年年底，我们决定来海南定居。”来自北

京的春风十里非遗文创体验院主理人曹立

雁介绍。两年前，他们决定在这里打造一

间非遗文创体验院，如今小院的屋内，游

客亲手扎染的衣服已经晾挂在悬梁处。

“未来，我们可能还会加入茶文化、少数

民族服饰等体验项目，开展更多非遗文创

活动。”曹立雁说。

目前，道堂村委会通过“政府引导＋

企业运营＋村民入股”模式，引入青辰·

归时小屋等 6家特色业态，将闲置古屋改

造为咖啡书屋、非遗工坊和精品民宿。这

些创新业态也带动了当地村民的就业和收

入，2025 年“五一”假期，全村旅游收

入同比增长 320%，农副产品销售额突破

50万元。

“以前我靠打工、种菜谋生，收入

不高，总感觉心里不踏实。”村民李春

丽从外地嫁到三卿村，如今她在青辰·

归时小屋当服务员兼庭院园艺维护，每

月 收 入 4000 多 元 ，“ 能 够 在 家 门 口 上

班，又能多挣钱，我十分满意现在这份

工作”。

海南：海滩、椰林，还有“农文旅融合”

实习生 李芊逸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多个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

暑期我国游客出境游预订量大增。记者

注意到，境外旅行期间游客换汇遇到

新型诈骗；留学生也是换汇诈骗受害

的一大群体， 2024 年我国有 70.4 万出

国留学人员，换汇需求较多，容易被

骗。记者采访了多位遭遇新型换汇诈

骗的受害者以及国外留学生学联组织

负责人，为大家出境游玩换汇防骗提

供经验分享。

游客为何频陷换汇骗局

不久前，卢奇去了捷克旅行。在行程

结束之际，他想将没花完的外币现金换成

人民币，于是联系了一个当地“中介”。

他当面向对方交付了现金，并确认对方转

来的人民币已经进入银行账户。然而几天

后，他竟然收到了账户冻结的消息，之前

收到的钱也被转走了。卢奇在报警后才发

现，原来“中介”在向他账户转账后，随

即举报卢奇的账户为诈骗账户，导致资金

冻结，钱已经不翼而飞。

像卢奇这种私人换汇的行为在游客、

留学生中并不罕见，因此而遭受金钱损

失的案例也层出不穷。私人换汇指的是

不通过银行、兑币所或 ATM 机等官方渠

道，两人或多人私下达成共识，按照商

量好的汇率现金或转账进行货币交换。

这种行为明明缺乏法律保护，为何却屡

见不鲜？

曾经尝试过私人换汇的徐帆向记者

透露，更优惠的汇率，无须手续费，到

账迅速，不必等待繁琐的换汇流程，节

省时间，都是大家乐意尝试私人换汇的

原因。

“一些欧洲国家的银行一周只上班 4
天半，周末和周五下午不接受办理。提交

换汇申请后还要等 3-7个工作日，等接到

领钱的通知，还必须本人在工作日前往银

行指定的地方领取。一套流程走下来，最

少需要一到两周。”徐帆说。

正是这种“占小便宜”和“图省事”

的心理，让很多企图牟利的不法分子钻了

空子，给许多的人造成了金钱损失。

26 岁的何宇也是换汇骗局的受害

者，在西班牙旅游时，因为想省钱，轻信

了“熟人推荐”的私人换汇中介，换汇完

成后，何宇的银行账户迅速被冻结。“我

是贪小便宜吃了大亏。”事后，何宇后悔

不已。

境外换汇被骗怎么办

匈牙利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以下简
称“全匈学联”）匈牙利语部部长、匈牙利

塞格德大学中国学联副主席王阅聪向记

者介绍，在欧洲，私下换汇的行为较为

普遍，遭受汇率诈骗的情况也比较常

见，游客突然遭到诈骗，经常会不知所

措，延误报警。

王阅聪建议游客、留学生在遭受私下

换汇诈骗后应立即报警，并与当地中国使

领馆取得联系。如果语言不通，无法顺利

报警，应尽快通过中国驻外大使馆向警方

说明情况。

王阅聪在全匈学联匈牙利语部工作 3
年，亲自协助处理过 1起游客换汇被骗事

件，他告诉记者，对遭遇诈骗或其他不法

侵害的中国公民，中国驻外大使馆一般都

会提供帮助，并会同步联系专业人士进行

协助。“使领馆工作人员通常接受过处理

此类状况的培训，具备一定的经验，他们

能更有效地对接当地警察局和银行，督促

他们处理问题。针对语言不通的游客，使

领馆也会联系当地学联，让当地留学生为

游客提供翻译帮助。”王阅聪说。

由于报警及时，卢奇成功追回了他的

损失。何宇却没有这么幸运。在意识到自

己遭到诈骗后，他联系了巴塞罗那警方。

警方告知他，骗子与其换汇时，汇入他账

户的资金为不法所得，因此他的账户也被

列为涉案账户，从而导致资金被冻结。何

宇在学联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向警方说明了

情况，警方立刻冻结了骗子账户，但由于

何宇收到的钱款混有另一宗案件的赃款，

只能选择“退赃”处理，最终只追回了部

分损失。

王阅聪告诉记者，使馆经常向中国游

客强调，发现自己遭遇诈骗，要保存好骗

子的联系方式以及聊天记录等证据，同时

保护好个人信息安全与人身安全。“在遇

到诈骗后，快速、合理的应对措施能够防

止损失进一步扩大，也有利于使领馆和警

方开展工作。”

远离私人换汇，做好自身防范

捷克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副主席夏商

周也曾协助使馆处理过换汇诈骗案件。他

告诉记者，卢奇和何宇的遭遇是近两年流

行起来的诈骗手段，很多人对此没有防备

心理，一不小心就会上当。

夏商周向记者透露，在他参与提供协

助的换汇诈骗案件中，能够追回损失的少

之又少，“100 起诈骗案中，成功追回的

往往只有两三个”。偶尔出现的几个成功

追回的案例，其受害者也大多是“耗得

起”的留学生。通常情况下，作为游客的

受害人没办法等待太久，否则他们将耽误

后续所有行程，以及随之而来出现的签证

到期问题。当涉案对象背景复杂，比如诈

骗犯和受害者并非该国公民，警方对非本

国所属的社交软件和银行账户缺少执法

权，无法受理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在王阅聪看来，换汇防骗最好的方式

就是远离私人换汇，私下换汇要承担的风

险实际上远远大于收益。“我们无法确保

骗子是一人，还是身后有作案团伙，也无

法确保自己收到的转账款项是合法收益。

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在无意中变成非法

‘洗钱’的一环。”王阅聪说。

记者在外交部政务服务平台看到，近

期，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和中国驻西班牙巴

塞罗那领事馆发布了“驻加拿大使馆提醒

在加中国公民谨防换汇诈骗”“驻巴塞罗

那总领馆提醒领区中国公民谨防换汇诈

骗”公告，提醒游客“套路”换汇案件高

发，需要警惕骗子打着“高价收汇”的幌

子诱导受害人线上转账，换取外币现金。

由于澳门也是换汇诈骗频发之地，衍

生违法犯罪种类多、危害大，容易诱发诈

骗、抢劫、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违法犯

罪行为，危害澳门社会治安稳定。澳门特

别行政区政府 《打击不法赌博犯罪法》于

2024年 10月 29日生效，正式宣布不法汇

兑为犯罪，加大力度严打换汇诈骗分子。

王阅聪建议，一定要通过正规、合

法的渠道换汇，不要贪图所谓的“高汇

率”小便宜，轻易泄露个人信息；不要

轻信他人介绍的“熟人”，更不要主动传

播此类信息，以免给他人造成损失。外

出旅游或留学时，最好先记住目的地的报

警电话，查询当地官方媒体发布的安全公

告和常见问题提示，最大程度保证自己的

安全。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徐帆、卢奇、何宇
为化名）

暑期出境游谨防换汇骗局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余冰玥

“我看到了很多种猛禽，它们很大很

美丽，是天空中的掠食者。”参观完 《鹰

飞百望·万物共生——百望山森林公园猛

禽生态展》（以下简称“猛禽生态展”），

还担任了展览“小小志愿者”的北京市东

城区体育馆路小学三年级学生黄率齐，对

猛禽如数家珍，“有的猛禽是珍稀动物，

我们不能伤害它们”。

从 5 月 1 日开展以来，截至 7 月 10
日，北京市百望山森林公园举办的猛禽生

态展，已吸引了 21154人前来参观，讲解

次数达 144 场。标本展示、多媒体呈现、

科普讲解、互动体验……展览生动展现了

百望山地区猛禽迁徙奇观及首都生物多样

性保护成果，向公众传递保护森林生态系

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声音。

猛禽在地球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百望山森林公园为什么能看到多种猛禽？

保护猛禽为什么重要？我们普通人又能做

些什么？

“猛禽版京藏高速”

猛禽，被称为鸟界“大熊猫”，可分

为三大目：鹰形目、隼形目和鸮形目。它

们是自然界中的顶级掠食者，也是维护生

态平衡的重要物种。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北

京猛禽救助中心负责人邓文洪在接受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全世界猛禽

种类繁多，中国有约 99 种，其中北京有

52 种。每年迁徙季节，都有数以万计的

猛禽从北京上空飞过。在这座繁华的大城

市，为什么能看到这么多猛禽？

“因为北京西边的百望山上空，有一

条猛禽迁徙通道。”邓文洪说。

猛禽大部分具有迁徙习性，春天从南

方的越冬地飞到北方的繁殖地繁殖，秋

天返回南方越冬。由于它们体型较大，

需要借助山体间的上升气流，为长途飞

行助力。

百望山属太行山余脉，植被丰盈，鸟

类食物资源丰富。受日照、温度、湿度等

因素的影响，在山谷间容易形成有利于猛

禽飞行的上升气流，形成了一条利于猛禽

迁徙的重要通道。

监测显示，猛禽过境高峰期单日最高

观测记录达 3700 余只，被称为“猛禽版

京藏高速”。百望山正是这条“高速”上

的“第一哨站”，许多过境猛禽在附近林

间休憩。

“这里虽然是重要的猛禽迁徙通道，

但猛禽在公众中的认知度还比较低，大家

对与猛禽相关的生态知识也不是特别了

解。”百望山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孙熙对

记者说，为了深入挖掘百望山的生态文化

内涵、普及生态知识，公园举办了猛禽生

态展览，希望让更多人提升生态素养，保

护猛禽，保护生态环境。

展览中，一组猛禽标本组成的场景吸

引大部分参观者的目光。

自然之友野鸟会会长张鹏，是野鸟会

“北京迁徙猛禽监测调查项目”的骨干成

员。在带领观众参观展览时，张鹏介绍，

其中深色的猛禽，是北京迁徙猛禽中数量

最多的凤头蜂鹰；人们常在城市里见到的

一种猛禽是红隼，还有一类是北京最常见

的森林猛禽雀鹰。顺着雀鹰标本的眼神

看，两只分别为白眉姬鹟和金翅雀的小鸟

正在接受雀鹰的“死亡凝视”。

“展览生动地将这些标本按照鸟类习

性布置在这里，观众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

些标本，了解它们的身体结构和特征。”

张鹏说。

邓文洪表示，猛禽在森林生态系统、

湿地生态系统、人类的城市生态系统中，

位于生态系统“能量金字塔”的顶部。一

只猛禽可以通过能量循环和物质循环，自

上而下地调控动物群落。它对生态系统中

的动物群落成员，以及生态系统的能量流

动、能量循环、物质流动都起到重要作

用。这种对生态系统的调控作用，赋予猛

禽非常大的生态价值。

很多猛禽也给人类带来帮助。例如，

一只仓鸮一年可以抓 1000 只老鼠；秃鹫

是生态系统的“清洁师”，是腐烂野生动

物尸体的“清道夫”，能净化生态系统。

猛禽还可以降低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的密

度，助力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

然而，尽管猛禽分布的范围挺广，但

种群数量特别少。“猛禽并不像我们常见

的喜鹊、麻雀种群数量那么大，密度那么

高。”邓文洪表示，“每一个人都要用爱

心，呵护身边的‘蓝天守护者’猛禽。”

保护猛禽应该怎么做

猛禽生态展的“猛禽救助展示墙”

上，展示了受伤猛禽是如何被救助的。每

年，百望山森林公园会和北京市野生动物

救护中心、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等专业机构

合作，将救助的猛禽放归。2024年 5月 12
日，3只被救助康复后的猛禽在百望山森

林公园回归自然，分别为凤头鹰、燕隼和

红隼。科研人员为凤头鹰佩戴了背负式卫

星定位追踪器，未来，追踪器将持续传回

定位信息等科研数据，为猛禽保护工作提

供支撑。

除了在百望山，人们也会在市区见到

部分猛禽。这些猛禽对人是否有威胁？邓

文洪表示，其实它们并不危险。猛禽虽然

在城市中栖息，但是它的食物几乎是固定

的。例如大型猛禽金雕，可以把羊从地面

抓到空中，会吃羊和野兔，但不会随意改

变食谱，更不会“突然把地面上的小朋友

叼走”。因此，在城市中与人类和平相处

的猛禽对人类几乎没有什么威胁。

但邓文洪也提醒，有一类情况需要注

意危险，若人们在猛禽繁殖的季节接近它

的巢区，它会对人类闯入巢区的行为进行

驱赶。

“普通人对待生活在身边的猛禽，主

要是做到两点。第一是不干扰、不打扰，

在观鸟时，如果遇到猛禽栖息、捕食或繁

殖，我们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近距

离接触。”邓文洪说。

其次则是保护受伤猛禽。邓文洪提

醒，遇到受伤猛禽，大家不要出于好心喂

猛禽食物或采取其他救助方式。受伤猛禽

首先需要进行伤情鉴定，判断受伤类型，

再由专业人员使用专门的仪器和工具将其

带到专业治疗的地方。

“普通市民不是专业野生动物研究、

保护者，如果碰到受伤猛禽，最好的方式

是打当地的林业部门或者园林绿化部门电

话，也可以直接拨打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的

电话 010-62205666。”邓文洪说，“记住

这个号码，无论是在白天还是晚上，我们

接到电话都会第一时间到现场去。”

当下，大众“观猛”热情颇高，每到

猛禽迁徙季节，百望山森林公园的猛禽观

察点都涌入大批观鸟爱好者。公园在春季

和秋季猛禽观察点设置了 10 块猛禽科普

展牌，每年都会举办观鹰、猛禽放飞、猛

禽文化市集等活动，邀请专家来讲述北京

城里的猛禽故事和观鹰知识，分享百望山

猛禽监测的最新成果以及猛禽救护和康复

的故事。

孙熙介绍，公园正在建设“猛禽友好

型”林地，“我们通过种植山楂、山杏等

食源植物，建设生态蓄水池，实施生物防

治等措施，营造优质鸟类生活环境”。同

时，百望山森林公园猛禽迁徙通道监测与

保护项目也已启动，通过先进的视频、声

纹等设备监测猛禽和其他鸟类，利用 AI
技术识别、数据分析，做好鸟类的观测、

保护和研究工作。

“百望山以它的独特优势，吸引着南

来北往的猛禽。我们也希望更多公众可以

参与科普活动，文明观鸟，科学护鸟，和

它们共生共荣。”孙熙说。

百望山守望：猛禽迁徙有条“京藏高速”

三卿村安华楼碉堡。 戴 瑶/摄

三卿村的春风十里非遗文创体验院。 戴 瑶/摄6月底，丰收后的牙胡梯田正在等待下一次播种。 戴 瑶/摄

5月 1日，北京市海淀区百望山森林公园大草坪上，工作人员放飞了一只经

救助恢复健康的普通鵟。 兆丰年/摄

7月6日，观众在百望山森林公园《鹰飞百望·万物共生——百望山森林公园猛

禽生态展》观赏猛禽和林鸟标本。 姚爱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