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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东部大鹏湾绵长的海岸

线上，闪烁着一颗灿烂的明珠，这

就是素有“东方夏威夷”美誉的著

名海滨旅游景区——小梅沙。小梅

沙三面青山环抱，一面海水蔚蓝，

一弯新月似的沙滩镶嵌在蓝天碧

波之间。环境幽雅，空气清新，秀

山美水给小梅沙增添了许多灵秀

之气，慷慨的大自然把她塑造成都市人理想的海滨旅游度假胜地。

阳光、沙难、海浪，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弄潮儿前来搏击大海。这里的天格外高远明朗，

这里的海分外洁净蔚蓝，这里的沙滩特别柔软细腻。千米沙滩上，留下过多少大大小小的

脚印，翻滚而来的浪花中，又寄寓过多少深圳人的欢笑和梦想。

到小梅沙看海，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大海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汹涌澎湃的海水一

浪接一浪地扑向沙滩，风驰电掣般的摩托艇在蓝蓝的海面犁出白色的浪线，迎风摇曳的水

上降落伞时起时落，沙滩上、海面上嬉戏的人群欢歌笑语不绝于耳。这一幅幅过去只能在

电视中看到的绚丽多彩的画面让人心旷神怡。

最有意思的是沿着情人小径散步，望着那拍岸击石的滔滔海浪，脉脉含情的萎萎幽

草，让人觉得仿佛又回到了当初甜蜜的恋爱时光。一边漫步一边还可欣赏人们乘非洲滑

索在 300 多米的空中凌空飞翔，最后到“碣石观海”处体验一番“东临碣石、以观苍海”的滋

味，尽情享受大海的粗犷与柔情，感受沧海桑田的变迁。 （鹿 薇）

最佳旅游时节

小 梅 沙 属 于 亚 热 带 季

风气候，降水丰富，夏季长

达 6 个 月 ，但 没 有 酷 暑 天

气；冬天时间很短，且温度

不低，享受阳光与海滩以 8

月及 9 月为最佳。

交通

市内乘坐 103 路等公交

车到小梅沙站下车即可。

住宿

小 梅 沙 景 区 可 为 您 提

供 各 式 各 样 的 住 宿 选 择 ，

有 别 墅 客 房 、经 济 酒 店 ，

也 有 沙 滩 帐 篷 供 您 露 营

所用。

◆旅游小贴士

小梅沙小梅沙————
东方的夏威夷东方的夏威夷

中英街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镇的英街，由梧桐山流向

大鹏湾的小河河床淤积而成，原名“鹭鹚径”。长不足 500 米，宽

不够 7 米，街心以“界碑石”为界，街边商铺林立，有来自五大洲

的产品，品种十分齐全。因到特区的人要到深圳市公安局办理

一张“前往边防禁区特许通行证”，才能进入中英街，故它又被称

作特区中的“特区”。

上世纪 80 年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中英街，可以说是承载当时的深圳人，

以及曾经到过或者向往深圳的人的“集体记忆”。中英街堪称特

区中的“特区”，每天高峰期游客人数竟接近 10 万人。

1985 年，在湖南某省级出版社任编辑的丁晓茵随团来深圳

考察。启程时，大家就热烈地讨论，一定要去中英街。来到深圳

后，接待单位组织他们参观国贸大厦和“大家乐”，从“大家乐”出

来，丁晓茵迫不及待地问：“中英街什么时候去？”接待单位把他

们的身份证收走，说要去办特别通行证，而且名额有限，中英街

如此神秘？丁晓茵更想去了。

一行 8 人最终都去了中英街。门口的景象让他们叹为观

止。堵得人山人海，游客们都在等待着验证过关。进了中英街，

不由自主地被夹在人流中间行走，着装各异的两地警察来回巡

视。丁晓茵的一位 50 多岁的老同事趁香港警察不备，越过界碑

到对面去买东西，过了一会儿又迅速回来，喜不自胜。丁晓茵也

情不自禁地买了一大堆东西。其实无非就是些丝袜、香皂、方便

面等日常用品，但“上面有英文商标，这可是回去炫耀的资本！”

2002 年丁晓茵的女儿从武汉大学毕业，进入深圳电信部门

工作。她退休后跟女儿长住深圳，并去了一次香港，“这才感觉

到中英街跟香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1997 年以后：中英街受冷落

中英街因其“一街两制”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上世纪 80 年

代初，“中英街”深圳一侧只有商业门店五六家，到上世纪 90 年

代初已经发展到 90 多家，年销售额最高达 6 亿元以上。现在回

想起来，丁晓茵算是见证了中英街最辉煌的时刻。

1997 年香港的回归直接导致了中英街的没落。去香港不

再是一件难事，购买香港的免税商品很容易，内地的商品也越来

越丰富，中英街的商品优势不再。可能是长期以来被游客“惯”

坏了，中英街的商铺还经常因其所售商品质量差、价格高遭到投

诉。游客越来越少，日均从五六万人降至百余人。

中英街居民黄仪向记者描述了一个细节：黄金饰品一度是中英

街上最抢手的商品。因为当时中英街的黄金价格低于国内市场，而

且有香港市场的最新款式。黄金生意最火爆时，中英街上有金店四

五十家，为了方便店铺存储现金，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

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都在中英街建立了营业网点，但后来生意慢慢变

得冷清，这些金融机构相继撤离，最后只剩下一家银行机构了。

百年中英街：期待转型

从辉煌到没落，百年中英街除了转型，别无他法。2008 年 3
月，盐田区举办“中英街与改革开放 30 年”研讨会，一个核心的

议题就是中英街的出路探讨。有关部门请了不少来自粤港的专

家把脉中英街。当时就有专家提出，中英街有“一街两制”的独

特人文，保存完整的界碑等文物生动地再现了历史变迁，这些都

是发展“旅游、观光、购物、休闲和爱国主义教育为一体”主题的

天然优势。中英街的发展要回归到意义和内涵层面，要开发其

与历史的联系。以前因为商业发达，中英街的人文内涵多少有

点被忽略，其实到中英街来购物，不仅仅是为买东西，更是一种

历史和文化内涵的体验。

中英街先后建立了中英街历史博物馆、中英街警世钟等人

文设施和景观，很明显也是在探索重新定位。而中英街的传统

优势——商业，也在重新焕发生机。中英街社区居委会主任沙

锦涛告诉记者，在盐田区委区政府的重视下，中英街首期物业的

整合改造已启动，面积达到 14000 平方米的建筑设施将会被打

造成黄金珠宝首饰钟表中心、国际名牌中心和品牌折扣中心，由

新成立的一家专业公司经营管理，招商工作已经展开，预计今年

下半年可以开业。

沙锦涛说，新的商业运作方案同时兼顾了管理问题，过去中英

街货物走私、兜售假货、强买强卖等管理上的“老大难”问题将得到

遏制。目前游客数量已逐步回升，平时每天 1700人左右，高峰期可

达三四千人。尤其过年前，每天都有很多师奶前往中英街扫货。“我

们现在商品丰富了很多，而且还有价格优势，深圳户籍办理中英街

一次性有效证件只要10元，买东西算上汇率，相当于打八八折。”

短短两百余米的中英街，讲述着长长的往事，很多回忆现在

想起来真有点恍如隔世。现在的中英街，鲜活实在地续写着自

己的历史。 （深 文）

中英街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