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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旅游是北海银海区的亮丽名片，那么寄托悠悠岁月情怀的疍家文化，

则成了这张名片中最亮丽的那抹亮色！新的时代潮流，新的族群特色，结合北海

市、银海区的实际，通过充分整合辖区自然资源，大力挖掘、传承、创新以疍家

文化为代表的海洋文化，必将更好地助力北海银海区全域旅游的发展。

昔日北海疍家

而今族群多元化

据史书记载，早在秦汉时期，产自北海合浦的南海珍珠已负盛名，从事南珠

生产的土著蛋民，在北部湾“以海为生”的历史已逾千年。明末至清，尤其 19

世纪中后期，珠三角沿江、大亚湾一带沿海的疍民，经台州、阳江等地不断辗转

迁徙来到北海、合浦沿海，他们主要聚落在城区地角外沙、侨港、南湾及合浦县

的沙田、山口、白沙、西场等滨海港湾区域。现代，随着疍民的陆续上岸、改行，

以及历史的原因，他们对自身族群的认同感越来越弱，导致一代以上的疍民及后

代都散居开来，加上自从有人口普查统计以来一直没有将他们作为一个族群单元

进行跟踪统计，所以导致现有人口缺乏有据可考的数量（另一种说法，约有 3万

人，但其实已包含了很大一部分从事海洋捕捞的本籍渔民）。疍家人世代耕海牧

渔为生，或网捕、或垂钓、或驳运，或编织，或晾晒，或罾网、或拖网……他们

在与风浪搏斗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最主要的生产工具——渔船，也先后经历了尖

形船头的小舢板、带帆的机帆船、四周能放鱼网的罩网船、能进行深海捕捞的钢

质渔船等演化。

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的时代变迁，随着陆上城乡经济的多元化及持续发展

繁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疍家人特别是中青年人群上岸定居，他们获得了大量的

改行就业机会，部分疍家人不再坚守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习惯，不再涉足海上

生计，越来越多的疍民选择了“洗脚上岸”。当然，也有部分疍家尚在从事疍民

特有的小艇捕鱼、人货驳运生产，部分从事疍家特色餐饮、住宿等服务业。



走进疍家文化

旅游发展面临新机遇

2017 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广西视察，提出要发展向海经济。毋容置疑，

向海经济已成为我们发展的有力抓手。如何在新时代的发展大潮中，做足疍家文

化这个海洋文化遗产的文章，更好地助力向海经济尤其是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优

势结合的旅游业，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

北海疍家海鲜餐厅

截至目前，银海区辖区内已建成国家 4A及旅游景区 4 家、国家 3A级景区 1

家、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 1家、自治区生态旅游示范区 1 家、广西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示范点 1 个、星级农家乐 6家。拥有星级酒店 8家。2017 年，银海区为加

快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先后成功举办了银海侨港风情篇、“魅力银滩·浪漫七夕”

篇和“北海开渔节”等系列旅游文化节庆活动，带动了零售业、批发业和餐饮业

快速发展，接待国内游客人数 776.25 万人次，全年实现国内旅游消费 90.75 亿

元，比增 14.09%。

近些年，北海疍家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随时代进行了变迁、融合发展，但逐水

而居的疍家人，在烟波浩渺的水域上，在沧海桑田的岁月里，疍家族群形成的饮

食起居、婚聘嫁娶、信仰崇拜等民俗风情，为北海全域旅游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

化底蕴。



弘扬疍家文化

促进全域旅游融合发展

传承弘扬疍家文化，促进全域旅游融合发展，更好地融入向海经济的大潮，

守“海”有责的银海区，应有担当，时不我待。

——着眼向海经济，构建全域旅游空间布局。

银海区计划以“打造国家滨海旅游风景道、舞起滨海旅游发展龙头”为目标，

以全力配合北海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平台，以积极参与北海市“筹

备百里海岸海滩海景带”建设打造“百里银滩”为抓手，结合银海区经济社会发

展状况和资源优势，按照旅游功能区邻近性、整体性、系统性、有机性的空间组

织原则，积极构建银海区全域旅游“2+6”的空间格局，打造“两廊道六组团”

的全域旅游新态势。

着力构建蓝色滨海度假旅游廊道。以广西滨海公路为轴带，串联冠岭、侨港

风情小镇、银滩疍家小镇、园博园、金海湾等旅游景区集群组团，整合广西滨海

旅游资源，加快构建以银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冠岭高端滨海旅游度假区和竹林滨

海休闲康养旅游区为重点的三区并进格局，全面提升滨海旅游景区等级档次，构

建以滨海度假、文化体验、康体养生、滨海观光、休闲运动等为重点的旅游产品

体系。通过引进高端度假酒店群、主题酒店等住宿设施，完善滨海休闲娱乐、餐

饮购物等设施，以便形成一条产品丰富、设施完善、服务一流的蓝色滨海度假旅

游串联带。同时，加强与海城区、铁山港区、合浦县、钦州市和防城港市的旅游

联动，打造滨海旅游风景带。

着力构建乡村休闲农业旅游廊道。以北铁一级公路为带，以公路两旁的现代

农业旅游资源为依托，以促进银海区农业旅游产品的互补联动为目的，串联金品

东盟百家园、北海市果蔬产业示范区、新安村乡村旅游区等现代农业旅游资源富

集点，打造一条集美食体验、农业观光、乡村体验和特色民俗等功能于一体的现

代乡村农业旅游串联带，推进银海区全域旅游的步伐。

着力做好“六个组团”发展。即着力打造冠岭休闲度假旅游组团、侨港风情

小镇旅游组团、银滩疍家小镇旅游组团、园博园旅游组团、金海湾生态度假旅游



组团、田园综合体组团，发挥协同效应，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北海侨港风情街

北海冠头岭海岸风光

——重塑疍家之“魂”，丰富全域旅游文化底蕴。

疍家文化无疑是银海区旅游发展的重要符号，文化先行助力全域旅游大发

展。

在银海区众多疍家文化有迹可寻，可以深入挖掘疍家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

搜集整理蛋家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筹建疍家文化展示馆、博览馆等；对具有

历史积淀的疍家聚落点，可以走“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模式，进行深度发掘

和包装推介，打造疍家旅游平台品牌。当前，可大有作为的着力点，应瞄准具有

疍家文化底蕴的旅游节点侨港风情小镇、南澫冠岭、疍家小镇三大平台。

侨港风情小镇。其“一大一小”最具全国特色，既是全国最大的越南归侨集



中安置点，又是中国大陆行政辖区面积最小的建制镇：更有“侨”特色美食，“渔”

本色海鲜特产，且兼具经久传承的咸水歌、哭嫁女、龙舟祭等疍家文化传统，这

些独特的自然人文资源，为这个小镇增添了独特风采与强大的发展动力。我们有

充分的理由坚信，侨港风情小镇的深度发展．定能更进一步光大海洋文化遗产。

可在符合电建渔港规划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港湾的海洋体验功能，推出海上

移动餐厅、海洋牧场等旅游体验平台：加快侨港海滩和浴场的规划建设，完善渔

港休闲观光步道、小港水体景观等基础设施，增强游客对疍家文化、海疆文化的

快乐体验。

久负盛名的南澫冠岭。该区域具备旅游景点潜力的有冠头岭炮台遗址、宋代

交趾王墓、廉阳古洞、青婴古珠池、南澫五境、最早疍家村等。这些点富有历史

内涵，但没有进行提炼和包装。在南澫港的规划建设上，可尽量保留原始风貌，

保护它也就留住了一段历史，就是留住北海疍家子女及土生土长市民的“乡愁”。

对于“南澫第一街”的修建复原，可做足“香火缭绕”“烽火狼烟”“珠光耀世”

“宦海浮沉”等多个主题的南澫文章。可推出“北海第一村”一日游精品路线。

发展特色民宿、餐饮、购物，开发特色民俗体验和观赏项目，譬如，可以围绕南

澫特产和传统工艺，深度挖掘包装旅游产品，如青婴古珠池产的珍珠、各种特色

海产、旅游纪念品、各类贝壳，营造一个业态丰富、特色鲜明、富有历史文化特

色的商业街氛围，拓展、拉长旅游产业价值链。

北海银滩

银海区疍家小镇。就目前推进的疍家涂鸦、疍家民宿等项目而言，无论是外



在和内涵表现都已经凸显疍家本色，旅客走进疍家小镇，能呼吸到海洋的气息，

徜徉在海洋的遐想中。

就产业谋篇而言，应以旅游业为主导。一是注重旅游环境的保护和生态发展。

开展海滩环境的净化美化、港区的定期清淤清洁、周边村庄环境综合整治提升等

常态化的环保行动；二是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做好制度安排，引导村民群众积极

参与特色小镇共建同荣行动，既可成立股份合作制法人公司，统一开发建设运作

集体旅游服务设施等项目，担负村庄公共管理的部分职能，也可利用自有不动产，

发展特色民宿：三是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发展。在衔接各项规划的前提下，可以整

合一定范围的村庄建设用地，建设露营营地，为多种背包客（徒步、骑行、摄影）、

青旅大学生提供一个既可安身过夜还可相识结缘的平台。

——广拓海洋经济新空间，夯实全域旅游基础。

成熟稳定的产业基础可为全域旅游发展的提供支撑基础。倘若渔业为主，每

年 3个多月的休渔期，对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拉低经济增长速度不说，也严重

影响渔民的收入。与此同时，本地“耕海牧渔”传统大行业，也存在着经营模式

粗放、价值链低端、增长质量不高、动能不足等问题，亟待推进“供给侧改革”。

在向海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产业主线围绕疍家“以海为生”“临海而旺”本色，

做大海洋经济总量仍可大有作为。

比如，在巩固发展近海捕捞、浅海生态养殖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坚持提质

增效理念，通过统筹各级海洋渔业产业政策的扶持深度，积极推进渔船更新改造，

增强赴三沙海区乃至更远外海远洋捕捞的生产能力与质量；扶持和鼓励有实力的

公司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前往东南亚、海湾、西非等地区及国家，

开展远洋捕捞及实体加工贸易投资；深挖海洋经济潜能，做大做强海产品加工业，

发展适销对路的即食食品、旅游手信等品种：结合当前在消费潮流及市场需求，

挖掘海洋与旅游在产业融合绿色发展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建设海洋牧场、海洋公

园（或 VR 乐园）更多与时俱进的经济平台，不仅可以深度扩展延长海产品的产

业链，还可以更好地解决部分上岸疍家人的就业选择难题，等等。提升海洋经济

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才能给全域旅游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挖掘和创新并举，丰富旅游新业态。

传承创新，打造疍家品牌餐饮体系。以银海区饮食文化、特色餐饮为基础，

形成疍家菜系。加强疍家名菜的挖掘、整理、保护、传承及研发、推广，着力培

育和打造菜式丰富、味型多样、用料考究、格调高雅、营养平衡的疍家菜系。

丰富住宿产品形态，打造精品旅游住宿体验。鼓励发展特色型、主题型、度

假型的疍家住宿精品产品和特色民宿。支持短租公寓、汽车露营、帐篷露营等住

宿新业态，通过品牌引进或引导农户改造等方式，创造特色住宿体验。

构建立体化交通游憩方式，丰富旅游体验。打造多种交通游憩方式，开发多

功能、多类型的低空旅游产品。自驾车营地建设，推广自驾车旅居车旅游，策划

精品旅游公路自驾游线路。加强疍家特色旅游交通产品开发，提高景区（点）公

交覆盖率，设计一批疍家特色、个性化的水上旅游观光巴士。

提升旅游商品品质，提高旅游消费水平。策划“银海区旅游商品创意大赛”，

策划爱情主题系列、疍家风情主题系列、海洋主题系列三大主题系列旅游商品，

并对旅游商品进行市场化开发。鼓励建设大型旅游商品购物超市、特色商品购物

商店等，并提供旅游购物、配送、邮寄等一条龙服务，实现旅游购物场所全域覆

盖。成立旅游商品行业协会，组织制定旅游商品的行业标准，促进业界交流与合

作；组织推介会、交易会等活动，推动旅游商品行业稳步发展。

疍家婚礼一景



培育城市休闲业态，完善旅游时空体验。举行疍家风情实景演艺活动，以实

景演出的形式，结合灯光、音乐、3D投影等现代技术，打造成银海区的演艺品牌

项目。举办大型的民俗节庆活动，配套多个疍家民俗演艺项目。

推动旅游主体创新，培育旅游品牌企业。支持众创空间、乡村创客、“双创”

基地等建设，培育一批旅游创新型企业。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平台，加强与科研机

构、教育机构的交流合作，提升银海区旅游业创新、创业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倾力宣传推介，打造全域旅游新名片。

走进北海，走进银海区，目前能让世人眼前一亮的疍家元素、海洋元素还不

够多，疍家文化“吸睛”效果远远不够。如何让疍家文化凸显银海城区风貌、全

域旅游形象，需倾力打造。

就市场推广方面，通过疍家文明的“眼球”效应，打造全域旅游新“名片”，

可以做的有很多。比如，可引进有实力的创意策划公司或者小镇品牌管理运营公

司，策划举办北部湾疍家风情摄影展、海景婚纱摄影大赛、疍家民俗节庆活动、

滨海风筝节，等等。奖励奖品的方式可设奖金加疍家民俗纪念品、疍家民宿全年

VIP 会员服务、疍家出海捕鱼生产免费体验、赢取特色海产品多种类型。可以设

立专门基金，采购第三方技术力量支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扩大疍家风情旅

游的品牌影响力。

（周佩玲，北海市银海区统计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