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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王佳丽

石塘，位于东海之滨，这里不仅是被大海恩
宠的地方，也是被阳光眷顾的宝地。2000年的
第一缕曙光在这里升起，一个阳光景区从此诞
生，石塘镇的名字也得以被更多人知晓。

如今，石塘雷公山千丈岩上的千年曙光碑，
成为一个标记。温岭的这趟逐日之旅，就从曙光
碑开始，沿着海岸线，一路向阳而行。

千丈岩是观看曙光的极佳位置，周边还有
望夫石、天仓头海龟、天听寺等景点。每年，络绎
不绝的游客来此欣赏日出，看海潮翻涌。景区内
还设有天文馆，可借助专业仪器仰观宇宙，学习
天文知识——这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科
普教育基地，也是全国首个县市级天文馆。

石塘名字的来源，在《台州府志》中有记载：
“塘多泥筑，少石砌者，惟此塘独砌以石。”翻涌
的海浪，雕琢了石塘半岛的形状；石头，则定格
了这座小镇的气质。踏上全长约 8公里的滨海
绿道，你更能感受到这一古老渔港的独特魅力。

绿道连接着两座美丽的渔港——钓浜渔港

和金沙湾，蜿蜒曲折的道路，盘旋于石塘半岛特
有的红礁石间，串起依山而建、保存完好的石
屋，与碧海蓝天、郁郁苍木，构成了别致的滨海
风情。

这些石屋群依山傍海，错落有致，形成“屋
咬山，山抱屋”的独特景观。这里也因此在30多
年前成为艺术家们心中的“东方巴黎圣母院”，
曾吸引吴冠中先生到此写生创作《渔港》。

如今，这里仍是游客心中的“东海好望角”。
石屋经过改造，变身精美民宿。2020年，石塘石
屋案例入选了“浙江乡村振兴十大模式”。

你可以窝在民宿的吊椅上慵懒地看着大
海，不过想要更畅快地拥抱海风和美景，则要登
上绿道的最高点——位于尖山头的对戒观景
台。这个360°悬空的观景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视角：在这里，背靠青山，面朝大海，看远方三两
渔船，尽收石塘美景。

下了观景台，不远处便有一个沙滩可以嬉
戏。因沙子色泽呈现金黄，这里被叫做金沙滩。
距离金沙滩东北方向4.6公里，位于松门镇的洞
下沙滩，同样以沙子闻名。

石塘和松门的名字，皆有一种质朴的古意。
松门名字的来源，有一种说法是“在里港之外，
两山相对如门，舟行其间，山上皆长古松”。洞下
沙滩在松门镇洞下村的元宝山麓，“洞下”一名，
就是因为这个山麓上有一高10余米的山洞，潮
涨时洞没，潮退时洞现，沙滩就在洞外。洞下沙
滩长近千米，是台州面积最大的海滨浴场。这里
以沙质细腻而出名，近处的水质也比较清澈，可
赤脚踩在沙砾之上，感受海浪轻涌，海风轻揾。

穿过温岭的山与海，岩石与沙滩，以“曙光”
为始，我们需要一场落日作为旅程的结尾。

从千年曙光园出发往西约 3公里，率先到
达古石屋林立的里箬村。这里拥有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大奏鼓和七月七小人节。再往
里走，则有一座以“色彩”而出名的村庄——东
海村小箬，这里也是石塘最佳的落日拍摄点和
观赏点。

如果说千年曙光碑记录的是一瞬间的壮观
与永恒，那么，东海村小箬在用色彩的完美诠释
小渔村的无限可能。

这是一个三面环海、以箬山为屏的小渔村。
原本无人问津，如今是一个七彩的“童话小镇”。
走进东海村小箬，村间小道曲折往返，房屋墙壁
被刷上马卡龙般的色彩，粉色、紫色、黄色……
像一个精心调制的大号颜料盘，色彩斑斓复杂
却不凌乱。

登上高处，随意找一处民居的庭院，眺望远
方，在落日余晖中享受渔港的宁静。

这里的渔民是勇敢的，在凶险的大海中谋
求生机，并逐渐形成“顽强刚毅、直率豪放”的性
格。而当船舶归港，不安分的人们又在寻找新的
发展机遇。

随着东海村小箬的走红，村民们探索着不
同的创收渠道。民居内，陆续开设了农家乐和民
宿，成为游人心中“诗和远方”的栖居地。这座古
老的村庄，在过去的历史上继续叠加出新的价
值，变得更丰富、更生动。

温岭·向阳而行之旅：千年曙光园—滨海绿道—洞下沙滩—东海村小箬/里箬村

逐日追梦，宿海枕山

本报记者林 立

路桥，一个以“勇气、胆略、智慧、辛劳”著称的
活力之都，它的乡村魅力，同样开启了新的篇章。

沿着蒋僧桥村-田际村-金大田村组成的
“彰红显绿之旅”游走一遍，更能加深对路桥人
“以勤为路、以诚为桥、敢闯善为”精神的体验。

蒋僧桥村地处路桥区峰江街道，紧邻路泽
太一级公路，省道白剑线穿村而过，交通便利。

这个村落不仅有清新的绿园之美，还有一
道耀眼的红光，自 1925年薪火相承，至今未减
一丝色彩。

这处红色景点，就是戴大夫故居。
戴大夫故居是中共黄岩首届县委成立的会

址。这座不起眼的两层房屋，灰瓦白墙，石砖木
窗，却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黄岩和路桥革命活
动的指导中心，也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党的重要活动据点。

戴大夫，本名戴普送，1887年出生于峰江
蒋僧桥。他家境殷实，但在战火纷乱的年代，面
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戴大夫燃起
强烈的救赎之心。

1925年，林泗斋、陈叔亮等一批爱国青年
觉醒。他们开始接受并传播共产主义思想，革命
的火种在路桥悄悄点燃。

1927年，在林泗斋的介绍下，戴大夫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春天，蒋僧桥村建立了新桥地区第
一个中共支部，由戴大夫担任支部书记。5月下
旬，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曹
晓时代表中共浙江省委来台州巡视，到达路桥
后，在戴大夫家召开全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会
上，根据全县党组织的发展状况，决定成立中共
黄岩县委，林冶任县委书记，林泗斋、戴大夫为
县委委员。

戴大夫协助林泗斋在当地开展减租斗争。
他们在三娘庙召开了千人大会，会上提出“二五
减租”——粮食收成后，地主得 25%，另 75%归
劳苦人民所有。

此后，路桥地区的党组织几度遭到破坏，戴
大夫却始终坚持隐蔽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大夫返回家乡，积极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日战争统一战线，
发动群众为前线捐钱捐粮，输送党员和先进青
年到根据地，把思想坚定的党员组织起来，成
立抗日游击队。

他的家，重新成为党的一个联络点。
解放战争开始后，戴大夫将原先的抗日游击

队扩大，发展成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民兵队伍。
1949年5月30日，浙南游击纵队三五支队

开进路桥，路桥宣告解放。62岁的戴大夫，为了
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仍身先士卒，带领民兵参
加剿匪和反敌特斗争。

1968年11月，戴大夫去世，享年81岁。
戴大夫故居于1996年、2005年先后被列为

路桥区、台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路桥区先后
在故居南面新建、扩建了路桥区党史陈列室。

蒋僧桥村的红色历史动人心魄，当代发展
则尽显青山绿水的新气象。

这里出现了路桥第一家笼式足球场、生态
公园、南村书院、星火广场等新型文化场所。

2019年，位于蒋僧桥村、田际村之间的台
州花木城开业，旨在打造一个集花木生产、交易
展示、都市休闲、文旅观光为一体的绿色生态产
业综合体。

环保绿色，曾经是峰江街道苦苦追求的方
向。街道以强有力的姿态，对涉重行业、金属熔炼
行业、固废拆解行业进行了全面彻底整治，并因

地制宜，引导花卉苗木产业发展，终于，在曾经油
污横流的土地河流上画出了一幅“绿美”画卷。

在发展中重生的另一个典型村落，当属金
大田村。

这个位于路桥区新桥镇金良社区的村落，拥
有百年江南民居、地标式参天古树和风景秀丽的
湿地公园。它不仅是3A级景区村，还是一个“田中
有园，园中有田”的省级美丽乡村精品村。

曾经，因超半数的村民从事废金属、废旧塑
料拆解业，这里是一个脏乱不堪的垃圾场，生态
环境破坏严重。

经历一系列整治，金大田村变样了。
这里有成片的花海，还有以扶雅书院为纽

带形成的文创店铺群。美学化的乡村景观、生态
化的郊野田园、艺术化的农耕文化、休闲化的娱
乐功能，金大田村充分体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
的科学模式。

春光明媚，彰红显绿，路桥的田野，在等你。

路桥·彰红显绿之旅：蒋僧桥村—田际村—金大田村

让红的更红，绿的更绿

本报见习记者元 萌

3月 25日，浙江省高品质步行街
临海紫阳古街开街仪式暨樱花市集活
动举行。

台州府城旅游产业有限公司经理
陈健介绍，活动持续3天，游客累计超
10万人，日均客流量达3.5万人左右。

一

此次樱花市集活动由临海市文旅
集团、临海团市委、临海市文化和广电
旅游体育局、临海市商务局、临海市委
人才办、临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联合主办，由五月文创承办，以“打
包春天”为主题，为 50余家商铺提供
免费平台。其中不乏台州的青年创意
品牌和自主创业项目，涉及餐饮、文
创、手作、生活美学等多个门类。

市集分 5个区块，包括结合临海
休闲用品产业的“轻松躺”、时尚潮流
的电音派队、结合研学的大自然种子
研究会等，另增设6个非遗展位。

五月文创工作人员表示，活动
早在春节期间就开始筹备，包括前
期策划、与商户对接、筹备物料、征
集志愿者等。“希望能给当地居民、
外来游客和参与市集的商户提供优
质的活动体验。”该工作人员说，“在
商户的选择中，我们倾向于和年轻
的创业团队或商户合作，想为府城
发展带来新鲜活力。”

市集活动结束后，五月文创收到
了不少商铺的积极反馈，表达对活动
的认可与支持。西门糖店负责人说：

“今年的樱花市集更加完整，有精彩的
开幕活动、更多样的店铺，还有晚间活
动的筹备，气氛也更足了。”汉福文创
工作人员表示：“活动在布局、设计和
服务上都很用心，为在临海创业的青
年提供了免费宣传产品的平台，希望
类似的活动一直举办下去。”

二

此次市集活动展示了临海本地特
色小吃、青年文创等多元产品，打造新
的消费点。

早晨咖啡的主理人陈女士，将临
海传统小吃和咖啡融合开发的原创饮
品，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陈女士
说：“我们参与市集活动的主要目的，
还是为了宣传，扩大我们的受众群体，
让咖啡文化在古城延续下去。”

开业 9年的早晨咖啡，从刚开始
的无人问津到如今的门庭若市，着力
借助网络平台积累好口碑。“为了这次
活动，我们还专门设计了樱花的专属
周边产品。”陈女士说。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美食美景，
我们的幸福感提升不少，欢迎更多的
游客来临海，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文
化魅力。”临海市民李女士说。

据了解，本次市集活动，3天总营
收额超100万元，单店最高营收额6万
元，消费群体以年轻人为主。

“去年4月，我们也举办过春日市
集，初衷是与临海文旅合作打造季节
性的文化品牌，通过一些周边、IP的植
入，提升古城街区的可逛性、可玩性。”
五月文创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我们
在活动设计上做了不少升级。”

本次樱花市集，现场增设了集卡
任务环节，集齐者可获得樱花纪限定
周边，包括帆布袋、纸风铃、樱花香氛
卡片等，现场还限时开设植物印染 T
恤等手作体验课程。

“通过互动打卡环节，可以提升游
览的趣味性和体验感。”市集志愿者
说。

事实上，樱花市集活动，是台州府
城组织开展多元化文旅融合活动的一
种尝试。“除了文艺市集，还有‘青雁计
划’青年实践项目、‘椅起来’城市主题
活动、脚步丈量台州府城墙活动等。”
五月文创工作人员表示，“在活动策划
中，我们考虑得更多的是人与城市、文
化与城市的关系。”

陈健则认为，这些活动的策划和
开展，关键在于提升吸引力，“不管是
传统非遗、旅游产品，还是城市文化，
都要孵化为有吸引力的内容，才能持
久进行下去”。

一场樱花市集的融合尝试

去台州乡村，寻找别样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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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村小箬一隅 王佳丽摄

路桥区新桥镇金良社区金大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