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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如画 文旅竞芳华浙江美如画 文旅竞芳华 5·19中国旅游日

链接“美”与“味”
诗意与味蕾共远方

在游客眼里，台州是与美食绑定的
城市，是“小海鲜胜地”，是“糯叽叽天
堂”。特别是近年来，以新荣记、顺记、台
乡缘、林家一等为代表的龙头餐饮企业
尝试向外扩张，逐步在北京、上海、杭州
等城市打开局面，“台州菜”的曝光度和
知名度不断提升。

2022 年 12 月携程公布“2022 年度
新晋美食目的地”，台州作为全国十大城
市名列其中。

今年“五一”，春海水暖，许多人来到
台州游玩，没别的想法，就是想吃上一口
街头阿婆做的梅花糕，喝一碗山粉糊，再
尝一尝新捕捞的小海鲜，足矣。

美食是一种风俗，一种文化，兼具社
会生活价值、精神文化价值和经济发展
价值，蕴含着城市发展的流量密码、幸福
滋味和消费活力。

前不久，台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台
州菜”美食产业发展大会，揭牌成立新荣
记学院，发布首批 16 道味美浙江·台州
名菜，号召举全市之力打造台州菜系，以
创建世界美食之都为牵引，做好“美
食+”的文章，促进“美食+文旅”产业深
度融合、“美食+城市”协同发展、“美食+
富民”齐头并进，进一步发挥美食引领下
的“乘数效应”和“扩张效应”，努力挖掘
人间烟火中的幸福滋味，不断续写“十里
不同风，百里不同味”的风味传说，让幸
福洋溢在街头巷尾、唤醒舌尖的味蕾。

牵手“山”与“海”
奏响“山海协作曲”

台州地阔海冥冥，云水长和岛屿
青。杜甫的诗句，将“台州”与“海”相联
系，作为滨海之城，台州拥有海岸线 740
公里，占了全浙江海岸线的1/3。

今年，《浙江省文旅深度融合工程实
施方案（2023—2027 年）》明确，推进浙
东沿海滨海生态旅游“1 号公路”建设，
更以台州段为重点，串联三门蛇蟠岛、临
海白沙湾、温岭石塘、玉环海山岛等旅游
资源，并向南北延伸至宁波和温州。

为高标准打造“台州 1 号公路”，台
州市创新理念，因地制宜，坚持生态、可
持续、智慧、环境敏感、特殊群体友好、宽
容、韧性等七大建设理念，展现“台州 1
号公路”旅游、休闲、海防、链接、窗口五
大主要功能。

根据目前的规划，“台州1号公路”总
投资约 175 亿元，路线全长约 270 公里，
起于三门蛇蟠岛，止于玉环海山岛，沿线
串联起“三核三岛八景”，串联起临港产
业带五大产业城，也将一路青山绿水串
联，全方位展现台州大美海岸、山海风
情，奏响推动共同富裕的“山海协作曲”。

作为高质量推进“诗画浙江”建设、加
快实现共富先行的重要行动，“台州1号公
路”滨海风景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顺利
通过评审，临海、玉环示范段迎来重大进
展，正锚定世界级海景公路目标顺利推进。

联动“文”与“旅”
深度融合赋新篇

台州，不仅是一座自然禀赋优越，发
展特色鲜明的山海水城，更是一方人文
荟萃的胜地。它是佛教天台宗发源地，
也是道教南宗祖庭所在地，还是唐诗之
路的落脚点。

“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
去。”1000多年前，唐代诗人李白在诗中
表达了自己钟情于天台的灵秀。作为唐
诗之路的目的地和精华段，唐代大多数
著名诗人都与天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包括初唐诗人陈子昂、杨炯，盛唐诗人李
白、杜甫、王昌龄、孟浩然，中唐诗人白居
易、韩愈、刘禹锡、李贺，晚唐诗人李商
隐、杜牧、项斯等，名诗名作数不胜数。

唐朝诗人或赴任访友，或隐居探
幽⋯⋯这方神奇的山水，成为诗人们
得意壮游、失意治愈的理想地，成为众
多唐朝文人魂牵梦绕的诗与远方。

面对这样一条底蕴深厚的文化古
道，台州以诗路为脉，整合“天台山—神
仙居—台州府城”三个高能级旅游景区，
串联沿线历史遗存、人文生态、自然风

光、民俗风情等优质资源，高质量打造浙
江诗路文化带样板。

眼下，通过不断挖掘和梳理文化传
承，台州将“浙东唐诗之路目的地”作为
首要文旅品牌进行打造，结合诗画、山
水、名人等文化主题，挖掘擦亮文化名
山、人文水脉、森林古道、文化遗址公园、
名城古镇、诗路古村（美丽乡村）、文化产
业平台等七大类30项诗路遗存，推动文
旅融合、产业振兴和富民惠民，不断擦亮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特色“珍珠”，形成“百
花齐放”格局。

随着一个个文化符号被串珠成链，
台州将以山的硬气、海的大气、水的灵
气、人的和气、拼的豪气，描绘更美的“诗
与远方”。

（图片由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台州：诗画江南独具魅力的诗与远方
郭海峰 何玲玲

新石器时代，这片 9411

平方公里的陆地上诞生了下

汤文明；唐朝时期，400 多位

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一条彪

炳史册的“诗歌长廊”。

隆重的三门祭冬、奔放的

大奏鼓、粗犷的黄沙狮子、婉

约的台州乱弹、清丽的临海词

调、绚烂的台绣、剔透的翻簧、

玲珑的无骨花灯⋯⋯各种非

遗在时间的洪流中相映生辉。

从山水神秀的神仙居到

深幽空灵的古刹国清，这座城

市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也许，这组数据最具说服

力——“五一”假期，台州市共

接 待 游 客 289.5 万 人 次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7.5%，增

长率居全省第一。

全 省 第 一 背 后 ，折 射 出

“中国山海文化旅游重要目的

地”台州的强劲活力。

近年来，台州推动文旅深

度融合发展，全面构建文化高

地润富，文旅产业竞争力显著

提升，文化旅游体育服务体系

日益完善，处处展现着文化先

行迸发出的蓬勃生机。

如今，台州这座山海之城，

乘着文旅融合发展的东风，已

绽放满园芬芳，散发出无穷活

力与魅力，正在把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期待变为现实。

唱好“文化”大戏
流量变“留量”

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民宿游以“慢
生活、家服务、趣体验”为特点，越来越
受到广大游客的喜爱与追捧。曾经，来
仙居看“神仙”盛景、吃“乒乓”杨梅是游
客纷至沓来的动力。如今，酣畅玩乐后
住一晚特色民宿，成为仙居链接客人

“留量”的又一亮点抓手。
近年来，仙居以民宿为载体，保护

优先，传承发展地方文化，加强文创产
品宣传、开发力度，使民宿成为地方文
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目前，仙居全县
共有民宿 600 多家，其中省等级民宿 22
家（白金宿2家，金宿3家，银宿17家，非
遗主题民宿2家），已初步形成环神仙居

高端精品民宿集聚区，实现了数量上从
“点上萌芽”到“遍地开花”转变，品质上
从“单一吃住”向“个性特色”转变，突显
民宿的文化内涵和地域风情，重点发展

“民宿+景区”“民宿+非遗”“民宿+艺
术”“民宿+饮食”“民宿+民俗”等特色主
题民宿，将特色文化内涵和地域元素融
入民宿建设运营的全过程、旅游消费各
环节和旅游活动各方面，提升民宿吸引
力和影响力，预计今年经营户每户增收
可达25万元。

“文化是文旅深度融合的关键。仙
居历史悠久，人文底蕴厚重，必须做好
文化基因解码，融合生态资源优势，才
能使仙居文旅产业真正迈向高质量。”
仙居县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仙居母亲河永安溪，早在 10000
年前就有人类活动。下汤石器时代文

化遗址是整个浙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
大、保存最完整、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
丰富的一处人类居住遗址。包含上山
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
化四大阶段，是万年浙江的缩影、万年
台州的文明源头。出土的器物造型精
美，色彩鲜艳，充分显示了古文化的灿
烂和辉煌。

为了打造具有仙居辨识度的文化
标识，仙居成立了上山文化遗址群首个
省级考古工作站，深入挖掘“万年下汤”
文化内涵，发现了距今 4500 年的好川
文化时期古稻田，下汤遗址入选2022年
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自去年10月临时

展厅开放以来，接待游客近万人次。
用文化读懂“山”的内涵，才能打造

出更多年轻态、活力范、时尚感的“山”
文化、“山”产品、“山”业态，列入更多人
的“心愿清单”。

仙居结合新消费、新需求，不断打
造具有仙居本土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
将其转化为旅游地商品，推出杨梅酥、
无骨花灯等特色伴手礼20多件，设计开
发文创产品200多种。线下推出的如意
桥网红雪糕更是推出即爆款，仅数月就
售出 10 万余支，实现营收 120 多万元。
彩石镶嵌、龙凤八卦小夜灯入选省级优
秀非遗旅游商品。

做深“融合”文章
青山变“金山”

“五月杨梅已满林，初疑一颗值千
金。”仙居是杨梅之乡，杨梅是独特环境
的“天赐之果”，也是老百姓的“致富
果”。2022 年，全县杨梅种植面积已达
到 14.2 万亩，产量 6.5 万吨，鲜果产值
10.5 亿元，形成了一条集种植、加工、销

售为一体的杨梅全产业链。
近年来，仙居充分发挥“仙居杨梅”

品牌价值全国领先优势，做大做强杨梅
节特色节庆，挖掘杨梅文化，让杨梅人
文历史成为仙居旅游金字招牌。连续
举办25届中国仙居杨梅节，去年杨梅节
期间，全县接待游客 83.4 万人次，带动
旅游总收入 7.7 亿元，梅农户均增收 3.3
万元。“仙居杨梅”区域公共品牌价值已
达到 24.98 亿元，在全国同类农产品中
排名第一。“神仙居”与“仙居杨梅”入选
浙江省示范级文化和旅游IP。

在此基础上，仙居着力打造“神仙
大农”区域公共品牌，囊括大米、茶油、
杨梅、仙居鸡等农特产品，坚持“帮农民
卖产品、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提升旅
游商品附加值。目前，“神仙大农”已在
杭州、椒江等地开设4家旗舰店，全品牌
销售总额达11.9亿元。

仙居是 26 个山区县之一。对仙居
来说，挖掘文化，不仅是为了聚流量，引
人气，更重要的是通过文旅的深度融
合，把山地资源变成产业资源，实现以
绿为底、山水生金。

以上叶村为例，通过未来乡村建设
和省级金 3A 村庄培育，发展乡村旅游，
该村开启了共富新征程。目前，全村有
42 家民宿、农家乐，2022 年游客量达 5
万多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04万元。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深度融
合，才能让青山变“金山”，让流量变“留
量”。

在全域秀美的基础上，以县域文化
基因解码为抓手，仙居着力探索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实现
传统工艺向文旅创意产业转型，打造

“千年古镇”新地标。
纸上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汇今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年承接仙居花灯研学
体验人员超 10 万人次，实现收入超 330
万元；汉青染坊布艺有限公司年承接蓝
花布印染研学体验人员超 3 万人次，相
关衍生品年销售额达1300万元。

山水增色，旅游增兴，最终是为了
百姓增收。以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
为发力点，以山区县高质量发展迈向共
同富裕为目标，接下来，仙居将继续构
建“精品带动、多点支撑、产业融合、行
业跟进”的文旅图景，助力仙居现代化
中国山水画城市建设，打造世界级旅居
目的地。
（图片由仙居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仙居：文化激活山水，融合更见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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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居杨梅仙居杨梅

皤滩古镇

天台山大瀑布

台州府城 龚永石 摄

大陈岛 孙金标 摄大陈岛 孙金标 摄

远离城市喧嚣，寻觅诗和远方——来到神仙居景区，不能不走一

走“如意桥”。

“就像是坐在了天空之巅”，不少游客坐在玻璃栈道上发出惊呼，

沉醉于四周环绕的盛景“仙气”。这座 2020 年建成的如意桥，全长

100 米，垂直高度 140 多米，横跨神仙居东峡谷、西峡谷，桥身由三条

交错起伏的流线桥面组成，中间为上拱曲面，两侧为下沉曲面；部分桥

面为全透明玻璃设计。从上空俯瞰，这座桥宛如一柄悬在空中的玉如

意，投入运营不到半个月就成为网红“打卡地”，直至今日热度不减。

如意桥整体投资不足 5000 万元，是仙居通过“小投入”探索文旅

融合、景物融合焕发景区新活力的缩影。仙居还投资7000万元，以仙

居当地神仙文化故事为主题，以数字化、智慧化旅游为主要手段，打造

沉浸式森林夜游项目《寻仙记》。

通过旅游文化内涵的丰富和旅游品质的升级，浙江神仙居旅游集

团近日荣获国家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全省仅两家单位上榜。今年

1—4 月，神仙居景区共接待游客约 87 万人次，营收约 1.5 亿元，人次

同比2019年增长278%，营收同比2019年增长316%。

旅游的介入，让悠久的文化走入“寻常百姓家”；文化的浸润，让

“现代化中国山水画”更加隽永。今年“五一”期间，仙居全县主要旅游

景区（点）等共接待游客 128.4405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27.13%，旅

游总收入3878.7081万元，同比增长6039.38%。

书画作者 陶忠胜书画作者 陶忠胜

如意桥

《寻仙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