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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旅游日特别策划（上）

本报记者陈洪晨

400多年前，徐霞客从天台山开启“朝游碧海而暮苍梧”
的旅行生涯。5月19日，正是徐霞客首次游历天台的日子。

2011年，5月 19日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旅游日”。今
年，在第 11个“中国旅游日”来临之际，我市推出了一系列
文旅惠民措施以及丰富的节庆活动。

半价、免费，优惠不迭

记者从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了解到，为迎接
“中国旅游日”，从5月初开始，全市各地景区陆续推出了降
价、免费等面向大众的优惠措施。

5月19日当天，椒江区潜艇观光基地、一江山岛战役遗
址、台州海洋世界将实行景区门票半价；临海市桃渚古城、
桃江十三渚、大火山景区门票免费；玉环市漩门湾观光农业
园、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门票免费，干江上栈头景区门票七
折优惠；三门县潘家小镇、蛇蟠岛景区门票半价……

此外，部分景区将优惠措施延长至两天至一个月不等。
例如，5月 19日至 21日，黄岩区所有收费景区门票五折优
惠；5月19日至23日，台州府城墙（江南长城景区）、东湖公
园、长城东湖联票，旅行社团队购买给予半价优惠；5月，临
海市羊岩山茶文化园门票免费；5月10日至23日，临海江南
大峡谷景区江南欢乐谷入园门票免费，19日至 23日，越野
卡丁车、滑草滑车、峡谷穿越项目享五折优惠；5月 16日至
22日，温岭市长屿硐天景区双门硐景区（双门硐、观夕硐、水
云硐、双门石窟、熊猫馆）和方山景区、南嵩岩景区、千年曙
光园景区、洞下沙滩景区、金沙滩景区，实行游客购票五折
优惠；5月 19日、20日，玉环大鹿岛景区门票免费；5月 19
日、20日，天台山景区免费开放；5月 19日至 21日，仙居县
神仙居景区（不含索道及景区交通）、淡竹休闲谷、皤滩古镇
景区门票半价。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景区针对先进群体推出了旅游奖
励的优惠措施。例如，5月19日，黄岩所有收费景区、路桥区
花木城景区针对抗疫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实行门票免费；
5月 16日至 22日，温岭市长屿硐天景区双门硐景区（双门
硐、观夕硐、水云硐、双门石窟、熊猫馆）和方山景区、南嵩岩
景区、千年曙光园景区、洞下沙滩景区、金沙滩景区，对抗疫
工作者、县市级以上“劳动模范”等先进群体免门票……

观光、汇演，精彩纷呈

除了各大景区的优惠措施，我市各地还将举办一系列
丰富的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共享台州文化旅游发展的成果。

今天，2021年“中国旅游日·首游天台山”主题活动暨
“庆祝中国旅游日十周年”系列活动在天台正式启幕。

据悉，此次活动包含开幕式及演绎表演、“神山秀水心
归处”古道短视频大赛、“和合美好·天台之窗”主题呈现展
览、“中国旅游日要不要放假”辩论赛、“重要窗口·诗路状
元”唐诗之路数字科举大挑战、主题融媒体采风活动、第二
届徐霞客文化名家论坛、天台县“全民旅游·全员服务”活动
等，将持续至5月22日。

其中，开幕式将上演浙江省歌剧舞剧院为天台独家定制
的沉浸式音舞剧，通过角色扮演、沉浸式演绎、原创歌舞等形
式，结合天台的诗路文化、霞客文化、和合文化等重要地方特
色文化元素，全方位、新视角、多形式展现天台文化之美。

在临海，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将举办广场旅游宣传咨
询活动、文化进府城文艺汇演、助力5A长城拉力赛等活动。

其中，助力5A长城拉力赛将于5月19日上午开跑，从巾
山广场出发，沿赤城路到兴善门上长城，向西经镇宁门、望江
门到朝天门下长城，到迎春里门口结束。当天，还有舞蹈、歌
曲、杂技、魔术等一出出好戏在巾山广场舞台上演，特别定制
节目“沙画演绎台州府城创5A的故事”也将与游客见面。

5月 19日，黄岩九峰景区将举办“中国旅游日”主题活
动，各旅行社和景区将在现场派发代金券和旅游宣传品，共
同推出节庆宣传、旅游推荐、旅游咨询等惠民活动。现场还
有文创集市和游戏互动。同日，“寻味路桥·路桥十大碗”乡
厨厨艺大比拼暨进家宴中心启动仪式将在路桥区花木城景
区举办。

5月15日至22日，温岭市将开展2021“中国旅游日”主
题活动暨温岭文旅市集活动，通过舞台节目展演和文旅市
集活动，宣传倡导文明旅游。

5月 19日，华东十城“千车万人游玉环”活动将在玉环
漩门湾湿地公园启动，华东青年旅游骨干、旅游博主玉环营
销采风行将在线上宣发。同时，玉环十佳旅游伴手礼将在湿
地花海开展直播带货活动。

仙居县则筹备了《仙居县推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若
干意见》政策解读、文明旅游宣传、宣传资料发放等活动。

感兴趣的市民，不妨趁着节日走走看看，感受山海台州
的多重魅力。

“中国旅游日”来了——

文旅惠民
出游正当时

林 立

我几次采访台州知名民宿时，老
板都提到同一件事：“回头客很多。”

台州文化旅游特色多样，“回头
客很多”，应该也是一大特色。这些
爱上台州的游客，心路历程相差无
几。慕名而来之前，对台州一无所
知，原本只打算“到此一游”，未曾
想，来过之后就恋上了。

眼下的台州，旅游线路宣传更
加细腻、细致，更方便初来的游客了
解台州。难得的是，在这些崭新的宣
传展开之前，就有那么多人因为热
爱台州的山水，在一次次深度旅游
之后，了解了台州。

杜若山居的老板，画家杜若女
士，就是一个有意思的“回头客”。她
的一位学弟是仙居人，有一次推荐
她来仙居玩，采风作画。她没来过仙
居，颇为随性地在学弟推荐的几个
仙居地名里选了“淡竹”。

她驱车来到淡竹的那天，春雨
如酒。沿着永安溪反向往源头山地
行驶，她几乎是每停一次车，就感叹
一次“美”。最终，她改变了“开个美
术工作室”的计划，在淡竹山里修建
了杜若山居。此后的时间里，又有一

些大城市来的游客，在山居居住后，
成了回头客。

回头客之间，也有一个有趣的
现象。当他们成为某地的忠实游客
之后，他们也会在后续的台州之旅
中不断丰富行程。无论他们是从哪
个地点开始拓展旅游的，最终他们
回访得最多的，还是各自的起点。从
仙居出发的，还会回到仙居去；从石
塘出发的，还会住回石头屋里。

台州的人文、自然、城市景观正
在不断丰富、完善，特色越来越多，
这为游客出行提供了更多选择。但
台州最可贵的特色，是不同地域的
魅力，会吸引不同性格、身份、年龄
的游客。九个县（市、区），各自都有
拥趸。

他们有的爱山里的静，有的爱
海边的风，有的喜欢古城、小镇的
慢，有的享受小城市的烟火气。

吸引新游客源源不断地到来，
对发展中的旅游城市来说从来不是
难事。

难的是，让一批游客很想留下
来，把自己安放在台州一隅，寄放情
怀，享受人生。

台州，让他们享受到山海同行、
人文宜居，这真是美好的相遇。

山海同行

本报记者陈 婧

今年的“五一”小长假，台州重点景
区接待游客 262.9万人次，实现景区门票
等收入5068.5万元。其中，“四条诗路”涉
及的天台县、仙居县、临海市三地重点景
区接待游客共108.3万人次；“乡村游”区
域接待游客共131.5万人次；“红色旅游”
区域接待游客共 24.8万人次；“海岛游”
区域接待游客共 70.2万人次。各类特色
旅游线路共同发力，全域旅游优势日趋
凸显。

“中国旅游日”即将到来，在台州怎
么玩？

去年，我市推出了“浙东唐诗之路目
的地之旅”“新天仙配寻爱之旅”“海岛风
情浪漫之旅”“禅修问道寻缘之旅”“人文
休闲度假之旅”“拥抱希望逐梦之旅”“鲜
在台州美食之旅”“四季花果采摘之旅”
八条精品线路，台州的山海风光、生态人
文尽在其中。这些线路串联起台州知名
旅游景区、人文历史景点、网红打卡地、
特色美食小吃等，既多维度展示了台州
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特色，又让人充分
感受了台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除了广受好评的八条精品线路，乡
村游、定制游等特色旅游线路也受到越
来越多市民和游客的青睐。

乡村游：
游山水村居，享受随心所欲

近年来，台州的乡村旅游发展如火
如荼。据统计，我市已建成A级景区村庄
1059个，全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
规模达百亿元。

为了更好地整合和展示我市丰富的
乡村旅游资源，今年，我市发布了九条
乡村游线路，分别为椒江·垦荒精神之
旅（一江山岛战役纪念地—甲午岩—垦
荒纪念碑—青少年宫—乌沙头）、黄岩·
革命溯源之旅（浙东十八潭—天空之城
—桐树坑村—茅畲乡）、路桥·彰红显绿
之旅（蒋僧桥村—田际村—金大田村）、
临海·恬蜜探秘之旅（延恩村—江南大
峡谷—下涨景区—黄石坦村）、温岭·向
阳而行之旅（千年曙光园—滨海绿道—

洞下沙滩—小箬、里箬）、玉环·亲子欢
乐之旅（鸡山岛—上栈头村—白马岙沙
滩—垟坑荷塘—动漫花谷—山里红）、天
台·佛道康养之旅（塔后村—桐柏宫—龙
皇堂村—集云村—石梁飞瀑—大竹园
村）、仙居·云游仙境之旅（皤滩古镇—神
仙居—淡竹林坑—安岭乡）、三门·鲜甜
幸福之旅（栖心谷—蛇蟠岛—潘家小镇
—龙头山）。

这些乡村游线路既包含了古村落、
景区村庄，也包含了休闲农庄、美丽田
园，还有各类教育、体验基地等。同时，根
据不同游客的需求特点，这些线路设计
了亲子游、休闲游、度假游、养生游、登高
游等模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在椒江·垦荒精神之旅中，大陈岛
山海一体，水天一色，绿树成荫，以奇礁
兀立、高天阔海的海岛自然风光著称，
各种海蚀景象蔚为壮观。论自然风光，
有“东海第一大盆景”之誉的甲午岩，还
有浪通门、屏风山、帽羽沙等诸多自然
景观。

此外，大陈岛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岛
上有垦荒纪念碑、垦荒烈士墓和青少年
宫等军事遗址155处、文保点10多处。其
中，一江山岛战争遗址是国内保护较好
的战争遗址之一。大陈岛垦荒精神丰富
了大陈岛的内在，让本来就很美的大陈
岛，美得更加独一无二。

温岭的向阳而行之旅，则从曙光碑
开始，沿着海岸线，一路向阳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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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石屋
经过改造，还变身精美民宿，游客可以窝
在民宿的吊椅上慵懒地看着大海。

仙居的千年古街曲径通幽，沿途山
水别具情致，乡野村居令人神往。

沿灵江、永安溪的水路，在皤滩拢
岸，在蜿蜒的龙形古街缓缓前行，白色鹅
卵石铺就的地面，如蛟龙盘卧一隅。古街
有各色诱人的美食——油圆、泡鲞、仙居
春卷和民间宴席菜肴“八大碗”。古镇有

“中华第一灯”仙居针刺无骨花灯，当地
还开设了花灯制作体验课程，将这份古
老技艺传承延续下去。

从“神仙之居”到“人间之居”，这趟云
游之旅，在乡风文明、生态宜居的杨丰山
画上句点，但千年古城的魅力未曾消退。

今年，“华东第一大室内滑雪场”天
台山雪乐园、三门大孚易恬园正式开园，
成为引爆台州旅游的新地标；重新装修
的天台县博物馆和玉环市鸡山岛“帐篷
酒店”项目，人气更是火爆；仙居下叶村、
温岭上洋村、天台茅垟村、玉环干江上栈
头村等，也是盛夏避暑出游的好去处。

定制游：
多样化选择，收获全新体验

近年来，根据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
台州各大旅行社针对游客需求推出各类
个性化的定制旅游产品。

“传统旅游，游客看重去了几个县
市、到过多少景点。游览往往走马观花，
一趟行程下来，身心俱疲。近年来，人们
从繁忙的工作中抽身旅游，觉得找个空
气清新的山谷发一天呆就很好。如果能
通过文化体验等活动深度了解城市的某
一面，那就更加不虚此行。”浙江华夏国
际旅行社总经理陈春芳说，“对旅行社行
业来说，守着景区和酒店就能组团的时
代过去了，必须找准顾客需求，融入新的
元素，设计更独一无二的旅游产品。”

近年来，我市各大旅行社依托科普
场馆、知名院校、高新技术企业、科研机
构、军营等，建设了一批主题鲜明、体验
丰富的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打造了
一系列研学+生态旅游产品；还融合“商、
养、学、闲、情、奇”等元素，打造养生养老
IP、运动休闲 IP、影视演艺 IP、乡村旅游
IP、商贸会展 IP等新兴旅游产品。

“我们发现‘景点+文化’研学游产

品、‘真人CS’等素质拓展项目受到青少
年群体欢迎，也盘活了本地亲子游市场。
我们还依托黄岩、仙居、天台等地的景区
特征，针对年轻人，加入徒步等运动休闲
元素；针对老年人，加入易筋经、瑜伽、品
茶、插花等康养元素……”陈春芳说。

浙江华顶国际旅行社的张妙玲告诉
记者，最近，天台华顶的杜鹃花开了，不
少游客便前来咨询天台赏花品茶的旅游
线路。“这段时间，希望周末去山里避暑、
玩水的游客也增加了，国清寺、石梁景
区、天台山雪乐园的预订多了不少。”

张妙玲发现，短线的亲子游和体验
游尤其受游客欢迎，“我们推出了一套

‘龙溪多彩田园亲子游’线路产品，游客
可以体验亲子运动会、造纸术，亲子总动
员，给孩子一个欢乐的‘第二课堂’。”

今年以来，美食元素的特色旅游线
路也颇受追捧。

浙江商务国际旅行社负责人章芷菡
介绍，今年“五一”，专为外地游客赴台州
旅游设计的美食主题旅游产品共接待游
客百余人。“‘美食游’的线路，主要集中
在天台、仙居、三门、临海等地，一般为期

两三天。带小孩、老人的家庭，特别喜欢
选择这种出游线路。”

章芷菡介绍，选择定制游的游客除
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还有很多姐妹团、同
学团。“传统的旅游产品有时间、人数、地
点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死板，对于
在旅行过程中有自己想法的游客来说，
玩得并不尽兴。定制游主张大家一起商
量去哪玩、怎么玩，我们旅行社负责安排
行程，这样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游客的
需求。”

“近年来，旅游市场需求更加多元
化，我们也要不断推陈出新，像天台山大
瀑布、神仙居如意桥等‘网红’景点，根据
市场需求，要立即对线路做出一系列调
整，加入特色元素，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旅
游体验。”章芷菡建议，有定制游出行打
算的游客，可以提前做一些攻略，在后期
沟通上更加节约时间，出行满意度也能
提高。

此外，今年是建党 100周年，全市各
地还掀起了红色旅游热潮，三门亭旁、温
岭坞根、椒江大陈岛等，都是游客计划出
游的热门景点。

在台州，乡村游、定制游等个性化的特色旅游线路层出不穷，旅游市场进一步拓宽

特色旅游，推进台州全域旅游发展

短评

三门县潘家小镇。

临海市江南大峡谷景区。温岭洞下沙滩。

天台华顶杜鹃。

游客在神仙居景区体验攀越丛林。

游客在天台县后岸村参加漂流项目。

玉环鸡山岛。图片均由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仙居针刺无骨花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