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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龙 楠文/摄

康 平 路 位 于 台 州 市 中 心 城
区，市府大道南侧，毗邻市民广场
和东商务区，区位条件优越。其中
既有比较老牌的百姓人家、小渔
村、林家铺子和家常风味的白水
洋家常菜，又有陈二龙虾、鞑子烤
羊腿、川渝烧烤等夜宵小食，包含
早中晚餐、点心、宵夜，业态丰富，
是目前台州市区夜间经济的主要
集聚地之一。

生机盎然的 5月已经到来。每
当夜幕降临，康平路上的吆喝声，
讨价还价声，推杯换盏的喧闹和
新鲜的美食，吸引着熙熙攘攘的
人群驻足。他们有的是身在旅途、
前来“打卡”，有的是下班结束后
独酌两杯，也有不少三五好友相
约大快朵颐……

夜食中深藏着无数故事，早
已成为台州之夜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各地风味，集聚一堂

“听朋友说这家的烧烤很好
吃，就特地来试试。”夹在推拿店
和舒适宾馆中间，这家“川渝烧
烤”位于康平路的边缘地段，外观
也称得上是毫不起眼。可每到晚
上 9 点后，店里常常是座无虚席，
热闹非凡。

这家店面积不大，只有 20 多
平方米，小三层结构，摆放了 10
张桌子。一楼的大冰柜里，是当天
下午提前用竹签串好的食材，牛
肉、羊排、掌中宝、土豆、藕丁、豆
腐等，各种食物一应俱全。

“我们一开始在界牌摆摊，后

面又到前丁小区。2012年，看中这
边清净，租金也比靠近现代天地那
儿便宜，就选在这里开店，一开就
是十年。”老板娘侯美丽说，由于地
理位置不算繁华，这些年店里基本
都是“老客户带新客户”。靠着附近

“老饕”们的口口相传，店里名气逐
渐“打”了出去。往往要到凌晨 3
点，食客们才慢慢散去。

侯美丽告诉记者，店里最受
欢迎的莫过万州烤鱼，生意好时
能卖个二十多条。“牛、羊肉每天
一次性采购两千元左右，到天亮
基本上也卖光了。”

“烤鱼里用的酸菜是从我老
家那里寄过来的，用自然发酵的
老酸水泡发，和台州的酸菜口味
截然不同。”老板徐孟军将融合了
重庆万州和河南商丘两地的特色
菜带到了台州，给在台州的异乡
人带来家乡的味道，也在不知不
觉中影响着台州人的饮食习惯。

深夜食堂，台州特色

入夜，招牌上的霓虹灯亮起，
各种香味扑鼻而来，总能感受到
一种惬意和温暖。

麻辣小龙虾、各式烧烤、酸辣
粉 、麻 辣 烫 、炒 酸 奶 、锡 纸 花 甲
……从东至西粗略逛下来，记者
发现，康平路基本能囊括台州街
头可见的 90%以上的小吃类型，
各种店铺云集，一眼望不到头。

除了小吃之外，日益丰富的
“深夜食堂”也温暖着台州人的
胃。“以往早晨 7 点开门，营业到
下午结束，这几年推迟到次日凌
晨三点打烊。”一家玉环砂锅面的
店主说，白天的客人主要是周边
的上班族，而晚上则是东商务区
到康平路一带的夜归人。

凭着非遗美食文化元素和独
具匠心的烹饪手艺，康平路上的

“百姓人家”成为我市首家通过
验收的“诗画浙江·百县千碗”特
色美食体验店。其获奖菜品“凤
飞潮涨（土鸡炖望潮）”，颇受食
客欢迎。

“ 我 们 台 州 人 ，吃 海 鲜 长 大
的，嘴刁，会吃、懂吃。不鲜不甜的
食材，一尝就知道差点意思。”“百
姓人家”店员告诉记者，为了满足
食客的需求，店里特别注重高品
质食材挑选。“青蟹选三门或路桥
黄琅的；姜汁调蛋的红糖和老姜
得是黄岩头陀的。下锅前，食材还
是活蹦乱跳的；上桌后，食客也能
吃出鲜甜的味道。”

四方食事，人间烟火

“康平路作为市府大道的一
条小复线，离市中心算是很近。
2012 年左右，当时不少店面合约
到期，康平路上换了一批新店，美
食品质不错，逐渐有了‘美食一条
街’的称号。”食客章清回忆。

章 清 是 椒 江 人 ，工 作 以 后 ，
就住在康平路附近街区。“有事
没事，都喜欢和朋友同事出去聚
一聚，一周总得来个两回，已经
是习惯了。”章清告诉记者，去年
受疫情影响，几乎没有出门的机
会，眼下疫情防控常态化，繁华
而亲切的夜市更让人觉得来之
不易。

如今，从东商务区延伸至康
平路上，夜间餐饮、娱乐经济地位
突出，夜间消费火爆，已经成为了
居民夜间休闲消费的主要去处。
同其他街区相比，康平路上店铺
风格多样，既可宴请，亦有小吃，
且靠线上引流的网红店不多，大
多店铺都有能拿得出的好手艺和
叫得响的好口碑。

“接下来，椒江将提升康平路
餐饮特色，进一步形成区域特色
和知名度。同时，完善补充影院、
特 色 酒 吧 、KTV、特 色 购 物 等 业
态，定期举办购物节、电影节、主
题夜等节庆活动，打造吸引年轻
人聚集的综合性街区。”椒江区商
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烟火升腾，人潮涌动，在霓虹
灯的光晕里、飘香的食物中和喧
闹的氛围下，包藏人间万象。这就
是夜食。

一公里长的街，却聚集了台州九成以上的小吃品种

一条美食街，串起台州味

夜色亮起来，人气兴起来，财气旺起来。不断繁荣的夜间经济在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物质及文化需
求同时，也起到拉动内需的效果，成为消费升级的新样本和城市经济新的增长极。

在台州提出要打造“双循环”重要节点城市之时，夜间经济如何赋能台州城市新动力？
据此，我们选取夜间经济中的若干新热点和新业态，通过记者走访、全媒呈现的形式，看我市如何通过

夜间经济的打造，完善消费促进机制，培育新消费热点，以此探寻出具有台州特色的夜间经济发展路径。

椒江工人路及周边街区
以工人西路为核心区，辐射轮渡

路、岩屿路。
其中工人路以休闲会所、KTV等

业态为主，轮渡路、岩屿路以餐饮排
档为特色，其中有不少有名的老海鲜
排档。

椒江老粮坊文化创意园区
以原沙门粮库为基地，改建成

建筑面积3万余平方米的文化创意
产业园区。

目前园区内有当代美术馆、网
红咖啡店、艺术酒店、影院、酒吧、餐
饮等，是文艺青年夜间消费新的集

聚地。

椒江平桥小区及海龙路周边
位于市府大道西段，台州职业

技术学院对面。周边大学生是消费
目标人群，适合喜欢炸排骨、各式奶
茶等小吃的食客。

本报记者龙 楠

美食街像是一个媒介，传递着
人们的喜怒悲欢。这街上往来经过
的人们，才是真正的江湖。

无论是台州本土的手打面、麦
虾、炊圆、姜汁调蛋，抑或来自四面
八方的重庆火锅、四川烤鱼、兰州
拉面，甚至来自异国的西餐，都能

在康平路占有一席之地，并拥有一
批忠实的食客。

吃宵夜这件事上，有人讲究
饱腹，于是选定热腾腾的面条；有
人追求潮流，盯着网红店四处打
卡。但更多人吃个氛围——三五
成群坐下，认识的、不认识的，开
始天南地北地胡侃。

至于味道，并非如此紧要。采

访中，很多人怀念椒江大桥下的
旧夜市，惦记那口街摊的美味，认
为 很 多 店 在 整 改 之 后 慢 慢 消 失
了，再复制也找不回记忆中的味
道。但当夜幕降临，康平路上数十
家店铺亮起灯火、点起炉灶时，台
州人对味道的苛刻和对食物的包
容又一同化在了这片烟火气中，
包罗万象，兼收并蓄。

美食街，也是承载情绪的媒介

夜渐暗，街边店铺招牌的霓虹灯全亮了起来。

本报讯（记者颜 静 周丽丽）“感
谢台州海关的帮助，减免 4个百分点
的税，我们每年仅关税成本就能减少
1600万元。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扩展市
场、增强行业话语权提供了有力的支
撑。”近日，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胡锦生说。

关税下调为企业减负增效，源于
去年台州海关的一次税政调研。

税政调研是海关根据企业、产业
发展需要和合理诉求，向国家政策制
定部门提出进出口税收政策调整建议
的工作。记者了解到，台州作为全国最
大的碘造影剂原料药生产基地，产量
约占全国七成以上。原料碘是碘造影
剂原料药及中间体的关键原料，成本

比例高达50%以上，且需要进口精碘。
较高的关税税率，增加了生产厂家的
成本，不利于企业参与国际化的竞争。

了解这一情况后，台州海关立即
将此列入“实事清单”，组织业务骨干
开展医药行业税政调研。倾听企业诉
求，了解生产工艺，走访行业协会，积
极撰写税政调研报告。最终税政调整
建议被财政部采纳，今年1月起，碘的
进口关税税率从5%下调至1%，预计可
为辖区多家企业年减负约2000万元。

碘关税税率下调只是台州海关税
政调研成效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海关
积极联系地方商务部门、行业协会等，
紧跟国家政策导向，聚焦主要产业，加
强数据分析，将行业、企业需求和工作

疑难转化为税政调研议题，积极为我
市重点特色行业争取优惠税收措施。
近两年已有4项税政调研被财政部采
用，预计可为辖区企业减负4000万元。

“近几年我们提交的税政调研报
告连续被财政部采纳，更坚定了我们
常态化开展税政调研的信念。”台州海
关税收管理科刘锦辉表示，“税政议题
征集全年无休，服务地方经济永无止
境。如果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发现现
行《税则》以及相关进出口税收和贸易
政策的设置无法满足经济发展新态势
下高效、全面落实国家宏观政策需要
的，或与科技进步、行业发展和社会期
望不相适应的，都可以向海关提出修
订调整建议。”

海关税政调研为企业减负增效

本报讯（记者章 韵 通讯员管
一锦）“在家附近的药店就能免费体
验量血压，真方便!”近日，对瑞人堂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桥药店建
成的民生药事服务站，路桥新桥镇
的蒋女士连连点赞。

据了解，民生药事服务站建设
是浙江省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确 立 的 十 方 面 民 生 实 事 之 一 。药
事 服 务 站 以 零 售 药 店 为 主 体 ，为
群 众 提 供 线 上 线 下 合 理 用 药 咨
询、个人药物使用档案、安全用药

知识讲座、中药打粉及切片、个人
自用医疗器械使用指导等公益性
服务，同时还配备执业药师，让群
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专业的用药
用械咨询服务，满足群众知药、懂
药、购好药、会用药的需求。

民 生 药 事 服 务 站 建 设 ，分 为
三 星 级 、四 星 级 、五 星 级 。截 至
目 前 ，路 桥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按
三 星 级 标 准 ，已 创 建 4 家 民 生 药
事 服 务 站 ，均 可 为 群 众 提 供 用 药
指 导 、用 械 指 导 、自 助 测 血 压 、

药 品 拆 零 销 售 等 10 多 项 药 事 服
务 项 目 。

“我局选择了辖区内 4 家信用
较好、管理规范，且具有一定药师
服务基础的优质零售药店创建民
生药事服务站。”路桥区市场监管
局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步，该局将
充分延伸药事服务站的服务触角
和 服 务 范 围 ，将 药 事 服 务 站 建 设
与“送 药 上 山 进 岛 ”便 民 服 务 点 、
24 小时“网订店送”药房建设相结
合，发挥叠加效应。

路桥建成4家“一站式”民生药事服务站

为进一步规范食品小作坊
生产加工经营行为，严把食品安
全源头关，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在推行餐饮“错时监管”制度
基础上，开展“凌晨两点半”小作
坊专项整治行动。5月15日凌晨
2点半，该局组织执法人员突击
检查豆制品行业，重点查看证
照、环境卫生、食品添加剂使用
以及特种设备安全等情况，对存
在问题责令其限期整改。本次行
动共检查豆制品生产小作坊 10
家，立案5起。

本报通讯员陶曦晨摄

“错时监管”查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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