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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奇秀丽的自然风光、源远 流 长
的 人 文 底 蕴 、“ 糯 叽 叽 ”的 舌 尖 幸
福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台州迎
来 游 客 881.9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6.8%；实现旅游收入 104.5 亿元，同
比增长19.8%。

近年来，台州重点特色景区，一直
是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新晋 5A 级景区台州府城文化旅
游区、天台国清景区、仙居神仙居等人
流如织。除了重点景区外，乡村旅游
还爆款不断，黄岩乌岩头山间小院、天
台塔后民宿、温岭石塘民宿等“一床难
求”。

台州旅游为何热力值爆表？笔者
走进刚晋级的“5A 新秀”、一路稳坐

“优等生”宝座的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
一探究竟。

“千年台州府，满街文化人”，台州
府城对文化的投入毫不“吝啬”，不仅

“让”出“C 位”，在核心景点布局了各
类博物馆、名人纪念馆、非遗主题展
示馆，在巾山嵌入了一条“唐诗之路”
步道，让余丰里普通读者书店、再望
书店、江南赞等文化企业在此扎稳脚
跟，还想方设法让传统文化“原地出
道”，开展百年老店复兴行动，恢复了
60 余家传统店铺。2 月，又启动“台
州府城老字号”激活复兴行动，让“时
间的注脚”成为文旅消费的“流量爆
款”。

不仅如此，这里的“书卷气”是具
体的、有内容的，无论是设立朱自清文
学奖、新建数字文化体验馆重现梅浦
窑，还是把核酸亭改造成“快闪式”书
店、举办汉服大会，桩桩件件，写尽了
临海对“文化”二字的偏爱。

再来说临海的人，在这座主客共
享的景区，除了能看到本地居民打着
麻将、摇着蒲扇串门聊天的场景，还能
看到台州酒厂门市部里营业员吹起萨
克斯、美术老师因一腔热爱开起的全
国首家鲁迅主题私人展馆、在某扇门
后一位老者正凝神练着书法⋯⋯

从兴善门进入台州府城，如同经
历一场千年穿越。新业态和老字号互

相呼应，昔时的商贸盛况便在脑海浮
现；偶遇戚家军巡街，戚继光抗倭的英
勇事迹在心间回荡；“走八寺”、宋韵婚
礼等传统习俗重现，古人的生活场景
也被生动还原⋯⋯

作为一座“活着”的古城，临海聚
焦打造宋韵文化高地，强化“古城下慢
生活”属地 IP，打造“醉览宋韵、好事来
临”沉浸式夜游，走出了一条独具“氛
围感”的“出圈”之路。

为了呈现“古城下生活”，临海在
业态迭代上下了不少功夫。去年 10
月，该市手拿一张“英雄帖”，精选10幢
院子，发出共谋业态的邀请。转眼半
年，各点位不仅“名花有主”，合伙人还
带着高端酒店、精品民宿、文化园区等
精品业态强势来袭。

一业兴，百业旺。6 年间，景区新
增各类文旅业态 200 多家，以迎春里、
三抚一宅、城见壹号等为代表的精品
民宿群规模初现，18R、柚立方、早晨等
咖啡茶饮店铺迎来“集体萌芽”，已达
70多家。

在以前，可能很难想象一个 3.12
平方公里的古城一天能塞下十余万名
游客，会出现酒店“告急”的状况；很难
想象一座小城竟然拥有10家新荣记餐
饮品牌，堪称“米其林小镇”；很难想象
有人竟为了吃一口海苔饼、梅花糕，甘
愿排上1、2小时的队⋯⋯

当四面八方的游客涌向临海，热
度急剧飙升的同时，也给临海带来一
场旅游接待能力的考验。

在五一前夕，临海发布了《规范临
海旅游市场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动
员全市上下共同打造健康有序旅游市
场。

据了解，临海推出了畅游景区的
交通攻略，扩建了停车场，开辟公交
专线，并设立公交专用信号灯，提高
专线运行效率；该市市监局已联合发
改、公安、商务、文广旅体等开展府城
景区价格监管联合执法，并对卫生、
消防等进行检查；住宿行业协会和小
吃行业协会也在筹备建立中，有助于
进一步引导规范经营；部分酒店准备
了临海特色伴手礼和欢迎水果，为了
在第一时间给游客留下好印象⋯⋯

一个季度近千万游客、百亿元旅游收入

从“5A新秀”看台州文旅新打法

风从上海来，潮涌台州湾。怀着融
长接沪、向海而兴的美好期盼，7 月 4
日，2023 上海·台州周活动开幕式暨台
州城市推介大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此次大会，世界 500 强、央国企、
行业龙头企业、外国使领馆、国际商协
会等 350 余位嘉宾出席，并在德国、法
国、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
港地区等地同步举办 7 场境外平行分
会。

台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表
示，今年是“八八战略”实施 20 周年，也
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5
周年。希望上海在产业、科创、文旅、人

才等方面给予更多更大支持，助力台州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加快推动高
质量发展、打造高能级城市、促进高水
平共富，携手打造更多合作标志性突破
性成果，共同书写新时代沪台合作和长
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华彩篇章。

人才流动、资源流动、产业互补。
近年来，上海与台州的聚合，激发“化学
反应”。杨贵庆、吴志强、常青等一批又
一批同济大学优势学科的教授和台州
结缘，上海的三甲医院里也随处可见台
州医生的身影，这是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的奔赴；朵云书院、三联书店、钟书阁、
大隐书局等沪上品牌书店纷纷落户台

州，新荣记、外滩·林家一、台乡缘、厨官
等 1300 余家台州菜馆在黄浦江两岸落
地生根，这是从一个店到一个店的矩
阵；在上海这个龙头的辐射带动下，复
旦大学张江研究院台州数字经济创新
中心、西门子台州制造数字化赋能中
心、启迪之星浙东南创新中心等平台相
继落子台州，华海药业、利欧集团、永强
集团也将研发中心设在上海，实现两地
资源共享互补，助推企业向智能化发展
转型，这是从一个平台到一个平台的群
落。

会上，台州面向全球作城市推介，
与 18 家全球招商伙伴合作，促进国内

外客商到台州投资兴业。年产 17.5 万
吨高端氟化工新材料生产项目、重力储
能关键智控装备产业基地项目、3GWH
新型储能电池生产基地项目等 31 个重
大产业项目、长三角一体化项目在现场
签约。

2023 上海·台州周活动，时间从 7
月 2 日持续至 6 日，内容包括“1+10+
N”招商活动、人才科技系列交流、“阅动
双城”阅读文化活动、“台州菜”美食品
鉴活动、“追着阳光去台州”文旅市集、
人才科技系列交流活动、和合文化走进
上海高校活动等子活动，推动台州全方
位融入长三角、全市域接轨大上海。

日前，2023 中国二手车出口高峰
论坛在台州召开，把脉问诊二手车海外
循环之路。活跃的二手车市场，让台州

“走出去”的二手车不断暴增，2022 年，
台州累计出口二手车 13696 台，实现出
口额 31901 万美元、同比增长 440.5%，
出口数量和金额均居全国 30 个试点城
市首位。

“我们选择从营销网络入手，通过
设立海外公司、海外仓，在当地建立起
自己的营销网络。”浙江方林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琛说，4 年来，方
林二手车市场相继在比利时、日本、阿
联酋等国家建立分公司和海外仓，用
直观的产品展示，打开了二手车出口
的第一步，同时在国外电商平台开展
销售。

在活动现场，浙江方林进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签约入驻阿里巴巴国际站。

“这将进一步提升我们二手车海外出口
的曝光度，提升品牌知名度。”王琛说。

当前，台州共有 17 家二手车出口
试点企业，主要出口市场涉及乌兹别克
斯坦、乌克兰、约旦、阿联酋、哈萨克斯
坦、埃及、比利时、德国等近 30 个国家，
新能源汽车占出口车型大类近80%。

“二手车出口业务已经成为台州商
贸新业态新模式的重要载体，也成为
台州拼经济、谋发展、稳外贸、稳增长
的重要抓手。”台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
表示。

据了解，在汽车及零部件本土支柱
产业的先发优势下，台州不断提能物流
供应链优势，以活力的民营经济和集成
的优化服务让二手车“走出去”进入快
航道。数据显示，1—4 月，台州市累计
出 口 二 手 车 3265 台 ，出 口 金 额 达
6336.55万美元。

当前，台州聚焦二手车出口政策支
持、市场开拓、风险防范、贸易便利化等
业务领域开展先行先试，为台州二手车
业务扩容提质增效。

同比增长440.5%

台州这项“买卖”，做到了全国第一
许 峰

“大麦屿港 RCEP 国家新航线开
通！”3月13日，在台州玉环市大麦屿港
区五万吨级码头，载重 12599 吨的“新
明州 16”集装箱货轮缓缓驶离开往日
本，大麦屿港区首次开通日本直航航
线。

据悉，“台州—日本”直航航线是
台州开通的第二条对 RCEP 国家直航
航线，是台州市开放型经济通道建设
上又一突破，为台州企业搭乘 RCEP
的“东风”走出去拓市场提供更多便
利。

航线的开通背后，有着台州企业的
殷殷诉求。据台州海关统计，2022 年
台州市对 RCEP 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
超 550 亿元，其中超两成是对日本进出

口，航线的顺利开通将为台州进一步密
切对日贸易带来利好。

对于“台州—日本”直航航线的开
通，浙江巨东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徐中华期待满满，他表示新航线将助
推台州与日本产业链互动合作不断深
化。

“台州是零矿产资源城市，再生金
属产业为台州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撑，包括机汽摩配、水泵、电
机、电线电缆等产业最早都是依托再
生金属产业发展起来的。日本是台州
再生金属行业重要的供应地，我们每
周都有很多集装箱从日本进口到台
州。”徐中华介绍，此前，再生金属企业
曾向台州相关部门反映过希望开通对

日航线的诉求。
企业有所呼，政府有所应。在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相关部门通力合
作下，“台州—日本”直航航线开通，航
线从台州大麦屿港出发，经停乍浦—宁
波—大阪—名古屋—东京—横滨，最后
直接从日本返程大麦屿。航线开通后，
执行双周班常态化运行。

“现在，台州出口货物直接在大麦
屿港上船，比通过内支线或者集装箱
卡车运往宁波港口平均节省时间 1—2
天，费用节省 2000 元左右。同时，进口
航线是日本直达大麦屿，时间比以往节
省了 5 天。”台州大洋物流有限公司总
经理何国华介绍，台州本地海上航线不
断丰富、海关等部门通关服务更加优

化，让进出口企业物流更加顺畅，也让
越来越多的台州企业选择回归本地通
关。

“我们将充分发挥台州港的再生金
属集散功能，更好地服务台州打造再生
金属产业‘双千亿’的目标。”台州港务
下属大麦屿港务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
淑卫说，下一步将加快日本直航班轮形
成规模，适时推出泰国、越南等近洋集
装箱班轮航线。

接下来，玉环大麦屿港区将继续抢
抓 RCEP 机遇，开辟更多至美欧、近洋
及内贸航线，并加快 10 万吨级码头、国
际生鲜产业园、LNG 中转储运等项目
建设，打造浙东南集装箱货运枢纽港、
水果专业港。

大麦屿港RCEP国家新航线开通

台州开放型经济通道再添便利
许 峰 李 平

蒋荣良 刘挺

原产地证书是证明货物“国籍”的
一种证书。外贸企业出具原产地证
书，可以享受进口国关税减免。从 7
月 3 日起，台州海关联合台州市行政
服务中心，在全市设立 25 个原产地证
自助打印点，方便企业就近自助打印。

7 月 3 日上午，在临海市杜桥镇便
民服务中心，浙江永鼎机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外贸业务员王玲丽，不到 5 分钟
就自助打印了一份出口美国货物的原
产地证书，这也是台州原产地证书在乡
镇街道一级便民服务中心首次实现自
助打印。

永鼎机械位于临海市杜桥镇，是一
家专业生产家用割草机配件履带产品
的外贸企业。王玲丽说，过去要在临海
城区的海关窗口申领原产地证书，或者
委托代理企业有偿代办，费时又费力。
现在，原产地证书打印点延伸到乡镇，
为企业节省了不少成本。

据了解，2019 年 5 月 20 日开始，
海关总署全面推广原产地证书自助
打印便利化措施，方便企业足不出户

就能完成全套原产地证书的申领流
程。但是台州海关在调研中发现，台
州众多中小微企业零散分布在各乡
镇、街道，且原产地证书签发量不大，
企业自行添置自助打印设备的意愿
不强烈，他们更愿意前往相关机构办
理原产地证书，或委托代理公司有偿
代办。

为了给企业提供更大便利，台州海
关、台州市行政服务中心联合设立了首
批 25 个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点，覆盖
市本级及各县、市、区行政服务中心，6
个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以及部分
农商银行营业部等。

“企业可以就近选择证书打印点打
印，这打通了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这项
政策实施的‘最后一公里’。对于企业
来说，费用上节省了，时间上也节省
了。”台州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杜锦
茹表示。

据统计，1—5 月，台州海关共签发
各类原产地证书 2.5 万多份，涉及金额
13.2亿美元，其中实现自助打印的证书
达到 2 万余份，为企业带来约 4000 万
美元的国外关税减免。

打通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最后一公里”

台州企业“家门口”可出货物“国籍”证书
打通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最后一公里”

台州企业“家门口”可出货物“国籍”证书

方林二手车展厅 金俏丽 摄

台州市域铁路 S1 线轻轨列车穿城而过。作为台州城市轨道交通力量的“先行者”，S1
线加强了台州中心城区椒江、路桥两区和温岭市区之间的交通联系，为台州地区南北向创建
了重要的交通走廊。自运营以来，这种快速、舒适、便捷的出行方式受到深受市民追捧。

李家斌 摄

融长接沪 向海而兴
2023上海·台州周活动在沪开幕

陶宇新

牟永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