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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台州市黄岩
区北洋镇前蒋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开户许可
证 ， 核 准 号 ：
J3450001196105，开户
银行：浙江台州黄岩农
村合作银行北洋支行，
开 户 账 号 ：
1110020601201000018
146，开户日期 ：2017
年 7 月 10 日，声明作
废。

遗失台州市黄岩
区北洋镇联丰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开户许可
证 ， 核 准 号 ：
J3450001116604, 开 户
银行：浙江台州黄岩农
村合作银行北洋支行潮
济分理处，开户账号：
1110020601201000016
257，开户日期 ：2017
年 7 月 10 日，声明作
废。

遗失玉环县南洲
乳饮食品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文旅惠民 共建共享

诗与远方的邂逅诗与远方的邂逅

本报记者单露娟文/摄
探访三抚一宅是在一个静谧的夜晚。
从临海兴善门进入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

左转，沿着三抚基一直往前走，不多久就可以
看到一排带着民宿独特标志的灯牌在夜里散
发出黄色的光芒。

循着灯光的指引，来到一扇木门前，推门
而入，室内一片温馨。坐在温暖的房间中，民宿
主人郑羽良沏了一壶花茶，开始讲述他和三抚
一宅的故事。

一

上世纪80年代初，郑羽良的父辈从临海举
家迁往北京发展事业。

1985年，郑羽良在北京出生，成长。
2017年之前，他从未踏上过临海的土地。

“我知道我的老家在临海，我也从电视上网上了
解过我的家乡，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过来看看。”

郑羽良的姐姐郑清文是一名演员，她对家
乡有着浓厚的情感。那一年，她决定回临海开
一家影视公司，反哺家乡。郑羽良便和姐姐一
起来到临海。

那是他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小城临海
和首都到底是有区别的，无论是城市构造还是
风土人情。一开始他有点不习惯，觉得“偶尔在
这里住住可以，长期定居可能不行”。

彼时，郑良羽的主业是北京的家族企
业——一家家具公司的负责人。大学毕业后，
他接手了父亲的生意，并将它做大做强。只是，
开家具公司从来不是郑羽良的梦想。

2017年底，影视公司发展得不错，准备扩
大规模。郑羽良开始在小城里重新挑选地址。

有一天，他逛到了紫阳街区的三抚基。“这边
是紫阳街，那边是巾山塔群，旁边就是古城墙。”

只一眼，郑玉良就爱上了这个地方，心里
有什么东西破土而出：“我要放弃北京的事业，
来这里开一家我梦想中的民宿。”

作为一个喜欢自由又追求生活品质的人，
郑羽良对民宿一直情有独钟。“北京八达岭长
城脚下有个很有名的民宿，叫长城公社。我很
喜欢，即使房价非常贵，我每年也都要过去住
上几晚。看到位于江南长城脚下的三抚基时，
我就决定要在这里也开一家民宿。”在他看来，
无论是山里的民宿还是海边的民宿都是可以
复制的，只有城墙下的民宿不行。“你再也找不
到其他的长城了。”

因为喜欢民宿，郑羽良之前在北京也投资
过几家民宿，并拥有一个专业的团队。他下定
决心后，首要工作就是把团队带过来。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都扎根在北京，
想说服他们离开‘京城’来一个小城市发展很
难。”不过，郑羽良相信，只要他们肯来这里考
察，就一定会爱上这里并且留下来。

果然，他的团队来到临海以后，也决定留
下。在临海市政府的支持下，这个团队租下三
抚基的一排老房子，开始了改造。

二

打造一家民宿，最重要的就是要确定主题
风格。郑良羽无数次站在长城上，往三抚基的
方向看，寻找着设计灵感。

有一次，当他在城墙边沉思的时候，不远处
的龙兴寺有阵阵钟声和梵音传来。那一刻，郑羽
良有了灵感：“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底蕴，还有
禅意。那我就打造一个现代又禅意的民宿。”

为了打造理想中的民宿，郑羽良和设计师
光确定设计稿就花了七个月时间，中间修改了
不下百次。“那段时间，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在
开会，有时候甚至会聊通宵。我感觉自己完全停
不下来，一门心思要打造一座完美的民宿。”

设计稿出来后，改造工程也提上日程，只
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

“我们要保护文物，古城墙上的一砖一瓦
一土都不能乱动。这就让我们的改造工程有一
定局限性。再加上，我们是第一批在长城脚下
施工的民宿从业者，附近的老百姓一开始有些
排斥。”这些都让郑良羽很头疼。

他一边跟文物部门打交道，一边跟周围的
老百姓打交道，耗费了几个月时间，三抚一宅
终于打造完成。

这家民宿面积 800多平方米，郑羽良只打
造了 10个房间。在他看来，老房子本来就很沉
重，如果房间小就会给人压抑的感觉，“大家住
民宿都是想放松一下，我希望可以给顾客提供
足够宽敞的空间”。

老宅子离古城墙近，可以利用的外部空间
并不多，但在设计师的妙手下，一楼的每个房
间都有自己的小庭院。设计师还在长城脚下打
造了几个休闲小露台，“顾客身处其中，伸手就
能触摸到台州府城厚重的历史”。

为了给顾客良好的居住体验，在房间的家
居选择上，郑羽良非常用心：“我们的垃圾桶、
洗手液、抽水马桶、窗帘等都是自动感应的，电
器也是智能的。我们还给每个房间都配备了马
歇尔蓝牙音箱、胶囊咖啡机和科勒卫浴，这些
时下最流行的配置，让我们的民宿在古朴中又
处处透露出现代感。”

此外，郑羽良还将一些北方的元素也引入
过来，“比如我们的每个房间都有地暖，这在南
方非常少见”。

三

2019年1月下旬，三抚一宅试营业。
“比我预想中要好。”回忆起开业初的情

景，郑羽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恰逢新年，
来这里参观或者住宿的市民和游客流量很
大。考虑到安全问题，我们只能像景区一样
搞限流，一批人进去参观完了，再放另外一
批人进去。”

开业至今，即使经历了“利奇马”台风和疫
情的冲击，三抚一宅的平均入住率仍达到70%。

“除了民宿本身很吸引人，还有个原因，是
我喜欢和顾客成为朋友。来我们这里住宿的，
很多是回头客。”郑良羽分析道。

前段时间，有个在上海工作的德国老人带
着太太来临海旅游，入住了三抚一宅。

“老人很喜欢我们的设计，询问我装修风
格以及一些装饰品是在哪里购买的，我一一告
诉了他。”郑良羽说，“聊天过程中，我了解到老
人准备出来游玩一周，第一站是宁波，临海是
第二站，接下去还要去仙居、天台、温岭和义
乌。本来他打算在我们这里逗留一晚就去下一
站，结果喜欢上了这里，干脆在这里住了五天，
直接回了上海。”

离开前，老人恋恋不舍地和郑良羽道别，
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我们成了好朋友，早几
天我还收到他从上海寄来的德国红酒。”

结交天南地北的朋友，寻找各种新奇的乐
趣，这也是郑良羽开民宿的目的。

“有一次，我们民宿入住了一个 24岁的小
伙子。他看起来内敛低调，像个读书人。一交
谈，他告诉我，他是一个戍疆军人，难得有 9天
假期，便在网上找到我们民宿过来放松。假期
结束后，他就要去厦门接受强化训练。原先小
伙子打算在民宿住两天，便启程去下一站，后
来因为喜欢这里，又多住了两天。”两人聊得投
缘，郑良羽免费将他的房间升级，并赠送了一
晚。

“我这个人，投缘就够了，赚钱不是最重要
的。”郑良羽坦言，自己会邀请刚认识的新朋友
免费住宿，也经常请店里的客人去吃饭，“有很
多人对我说，他们来这里就是花钱享受服务
的，即使我觉得谈得来很难得，也没必要请他
们吃饭。”

郑良羽不这么认为。“对我来说，开民宿最
大的好处，就是收获了朋友，收获了生活。我从
小就是向往自由的人，很享受现在的生活。”

三抚一宅：
古城墙下的民宿

本报讯（记者陈伟华 通讯员林汝秋）
为了传承好红色基因，进一步提升讲解服
务水平，1月 26日，路桥区庆祝“建党百
年”红色旅游讲解大赛在峰江街道蒋僧桥
南村书院举办。此次大赛由路桥区文化和
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以“弘扬工匠精神，
讲好红色故事”为主题。

红色旅游讲解员作为传递红色文化
的形象大使、宣传大使和红色精神的传播
大使，是红色旅游发展的重要元素。比赛
期间，参赛选手通过自我风采展示、景点
讲解和知识问答三个环节，充分展示了职
业素养、专业技能和知识储备水平。他们
或追忆先烈事迹，弘扬革命情怀；或重温
峥嵘岁月，缅怀丰功伟绩。在讲解中，他们
还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在展现个人

才艺的同时宣传了路桥风采。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参赛的选手，除

了专职导游、讲解员之外，还有银行职员、
社区街道宣传干事、职业培训师等。他们
声情并茂的讲解，赢得了现场观众一阵阵
热烈的掌声。

经过激烈角逐，浙江商务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的凌叶获得一等奖，武珊珊、王
宇杰获二等奖，葛千昌等 5人获三等奖。
另有 2名选手分别获得最佳人气奖和最
佳风采奖，蓬街镇人民政府、浙江商务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获得优秀组织奖。

“路桥区红色旅游资源丰富，有老黄
岩县委成立旧址戴大夫故居和林泗斋纪
念馆（红色曙光）、陈安宝纪念馆（民族之
光）、金清镇龙泰解放一江山岛遗址（解

放之光）、蓬街镇筑塘纪念馆（建设之
光）、小商品市场和泰隆银行（改革开放
之光）等一批红色旅游景区。这次我们在
红色景区村举办‘建党百年’红色旅游讲
解大赛，一方面是要进一步挖掘好、宣传
好路桥区的红色旅游资源，讲好红色故
事，传承红色基因；另一方面是通过比
赛，培养一支爱岗敬业、诚实守信、业务
精湛、服务规范、执业文明的讲解员队
伍。”路桥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姜金宇说。

接下来，路桥区还将举办一系列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革命传统的活动，包括以

“党旗高高飘扬”为主题策划的“重走初心
路”红色精神传承活动等，并不断推出红
色旅游精品线路。

路桥——

“建党百年”红色旅游讲解大赛举办

近日，浙江省文旅厅公
布了浙江省首届诗路
文化带景区讲解员
大赛决赛的获奖名
单。来自天台的
付相标荣获“金
牌讲解员”，成
为台州首个获
此殊荣的景区
讲解员。

浙江省首
届诗路文化带
讲解员大赛是
省 文 旅 厅 为 培
育金牌景区讲解
员队伍、打造浙江
旅游金名片的创新赛
事，参赛对象为全省各
旅游景区、博物馆、名人故
居、特色街区、A级景区镇（村）、
风情小镇、红色旅游点等旅游接待场所从
事旅游讲解的在职人员、志愿者。

近日，在已被评为 3A级景区村的天
台县赤城街道塔后村，记者采访了 42岁
的志愿讲解员付相标。事实上，对于一个
拥有 14年从业经历的资深文旅人来说，
讲解员只是他其中的一个身份。

层层选拔，代表台州首获殊荣

2020年 11月 18日，浙江省首届诗路
文化带景区讲解员大赛正式启动。500多
位来自全省各地诗路景区的讲解员报名，
付相标也在其中。

经过市级选拔、省级初赛、省级复赛
的层层筛选，付相标一路过关斩将，代表
台州挺进了决赛，与其他地市的 34位选
手角逐“金牌讲解员”的十强席位。

决赛当天，迎接选手的仍是重重
关卡。

“最考验选手综合能力的就是‘诗中
妙景’环节。”付相标介绍，主办方准备了
30首涉及诗路带景区的诗词，选手现场随
机抽取，在3分钟内针对诗词含义和对应
景区情况进行讲解。“讲解要展现知识性、
思想性和趣味性，还要紧扣诗路文化带景
区主题。”

付相标抽到了白居易的诗作《钱塘湖
春行》：“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
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这首律诗描述了西湖的美景。

“公元822年，诗人白居易来到杭州上
任‘市长’。第二年春天，他写下了这首流传
千古的《钱塘湖春行》……”跟随着付相标
的讲解，观众仿佛进入时空隧道，与白居易
展开对话，跟着诗人的视角寻迹西湖的一
派春景——春花缤纷，绿色的杨柳荫下是
白沙堤。穿古至今，如今的西湖已经成为钱
塘江诗路带一颗璀璨的明珠。付相标以诙
谐幽默的语言向现场观众传递诗画浙江景
区丰富的底蕴，获得评委的好评。

在台上的短短几分钟，付相标所展示
的扎实的文化功底、稳健的台风还有风趣
的谈吐，来自赛前细致的准备工作。他广
泛阅览了李白、孟浩然、苏轼等多位文人
骚客的诗词著作，梳理出“浙东唐诗之路”

“钱塘江唐诗之路”“瓯江山水诗之路”等
文化旅游路线上多处经典景区，并一一创
作了解说词。

在决赛的“主题讲解”环节中，付相标
深情推介浙东唐诗之路目的地之一天台：

“天台山正以诗路文化破局文旅融合，游
客们，跟着唐诗一起来游天台！”

付相标将上百位诗坛大咖比作诗路
文化带的“网红代言人”，孙绰的《游天台山
赋》是古代学子必修课《文选》里的最佳“旅
游攻略”，以司马承祯为首的大唐文人“仙
宗十友”在“朋友圈”“刷屏”为天台“代
言”。文人骚客上千首诗作为证，烘托出浙
东唐诗路上这一颗明珠——天台山。

“这次比赛，让我领
略了诗画浙江的绝

美景观和人文气
息，历史留给浙

江 许 多 宝 贵
财富。”付相
标认为，优
秀 的 景 区
讲解员是
展 现“ 诗
画 浙 江 ”
形 象 的 重
要 窗 口 ，

“如今，在文
旅 融 合 的 大

背景下，深挖景
区文化内涵，讲

解 景 区 处 处 有 历
史、步步有文化的深厚

底蕴，进而提升市民游客在
参观游览时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是
我们努力的方向。”

辛勤耕耘，多年初心不改

付相标告诉记者，成为一名文旅人，
与自己的家庭成长经历有关。

“我的双亲视力不好，长期身处昏暗
的世界中。”付相标从懂事起，就留心观察
身边的世界，将每天的所见所闻悉数讲述
给双亲。

这份初心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了深
远的影响。“我从事文旅行业后，接触了
地接市场，也希望通过我的解说，让来台
州旅游的游客了解台州的美好，并且不
虚此行。”

2006年，付相标加入了天台一家旅行
社，正式成为一名导游。从业多年，他接过
大大小小的旅游团队，服务过形形色色的
来自国内外的游客。有的来欣赏天台独特
的秀丽风光，有的逃避城市喧嚣来此寄情
山水，有的前来佛宗道源朝圣，也有来探
索天台深厚底蕴的历史文化研究者。

“我们在带队解说时，要契合不同游
客群体的需求，而不是生搬硬套书本上
的解说词。”为了更好地讲解，付相标培
养了许多业余爱好。他拥有武术四段的
段位，还担任台州市易筋经协会副秘书
长。他曾组织团队游览桐柏宫，现场带领
游客一起练习天台易筋经气功，感受道
教文化和气功武学的博大精深。随着工
作经验的累积，他察觉到，地方旅游要做

出特色，文化植入是关键。
2013年，付相标进入天台旅游部门，

负责市场部工作。当时，天台正大力推进
“一乡一品一节”项目。

付相标开始深入基层，挖掘各地生
态资源，因地制宜地打造节庆，实现引
流。随着项目的推进，泳溪乡“香米节”、
三州乡“茶文化节”、南屏乡“红枫节”等
各具特色的乡村节庆开始走红。这段基
层工作经历也让付相标认识到“新商
机”，“农村旅游资源优势已经成为发展
旅游经济的新引擎”。

2016年，付相标选择创业，成立了浙
江咏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取得了国内旅
行社资质，还开辟了乡村文旅市场以及导
游资质培训等业务。塔后村正是付相标试
图打开农村文旅市场的起点。

塔后村地处天台南门地标赤城山山
麓，距离县城中心 2.5公里，毗邻国清寺、
桐柏宫、天台山大瀑布等景区，地理位置
优越。2015年开始，塔后村以农房改造为
契机，全力打造精品民宿特色村。

付相标扎根塔后村已有 4年，对这里
的风光和人文了然于心。他向记者推荐村
子里多处不为外人所知的“冷门”景点，

“村子北面后门山有一处龙潭瀑布，风光
独特”“蓝田岭除了以铁皮石斛培育基地
闻名，也是欣赏天台城区风光的出众观景
点”……

“还有梁妃塔古迹，背后是南朝岳阳
郡王萧詧和梁妃的爱情故事。这则民间传
说在村内口口相传，但在外知名度不高。”
付相标介绍，村内还有南门殿等丰富的名
胜古迹资源，这些得天独厚的文化因素，
都是塔后对外推广旅游形象的文化招牌。

“如今，各地都在发展民宿产业。为了
避免千篇一律，一定要做好运营工作，让
当地特色文化活起来。”付相标认为。

在从事文化旅游行业以前，付相标还
有着电视台编导、互联网运营、公关等丰富
的履历。得益于相关工作经验，他参与塔后
文化资源挖掘，策划文创集市、啤酒节等节
庆活动，打造文化礼堂，负责服务号运营，打
造“文宿”……各项工作推进都十分顺利。

同时，拥有高级导游资质的他，经常
受台州各地旅游培训中心邀请担任培训
讲师，为高级导游证考生、台州市美丽乡
村讲解员和天台山文化场馆讲解员进行
授课。

去年，付相标还进入台州技师学院的
院校师资库。“希望人人都能成为讲解员，
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带给游客不一样的体
验，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金牌讲解员”付相标：

把诗路文化讲“活”

付相标（右）为游客们讲解。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民宿一角。

探访三抚一宅是在一个静谧的夜晚。

本报记者诸葛晨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