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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 平

今夏，文创雪糕火热出圈，百
花齐放，全国各地从景区到博物
馆、再到城市地标、游乐园等，纷纷
推出了各式各样的文创雪糕，让名
胜古迹不仅能入眼入耳，还能由口
入心。

台州神仙居景区、台州府城文
化旅游区也先后携神仙居如意桥
雪糕、兴善门旗开得胜雪糕加入这
场文创雪糕的狂欢，不仅带来线上
社交平台上的传播热度，同样也为
线下旅游带来一波流量，在增加旅
游趣味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旅游
事业的发展。

文创雪糕为景区带来
线上线下双重流量

文创雪糕可谓是当下最火的
旅游周边，一经推出就迅速成为爆
款，不仅为景区增加了营收，也成
为引流爆品。手持景区特色雪糕拍
照“打卡”，是今年最火的旅游体验
项目之一。社交软件上，不少年轻
人对这种文创雪糕趋之若鹜，甚至
专程为文创雪糕去打卡景点。

我市神仙居景区、台州府城文
化旅游区的两款文创雪糕也是如
此，打开抖音、小红书、微博、微信
公众号等社交平台，能找到很多相
关的打卡记录和体验分享。

“我们是 5 月 1 日推出的神仙
居文创雪糕，推出以来形成了很好
的宣传效果，市场关注度非常高，

‘五一’假期 5 天销售近 3 万根，单
日最高销量 7000根，目前总销量已
经超过 8万根。”浙江神仙居体育发
展有限公司经理吴艳说。

今 年 7 月 9 日 ，神 仙 居 景 区
2021 年游客接待量超过 100 万人
次，实现历史性突破。“疫情防控形
势下，我们景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实属不易。除了网红如意桥，我们
的网红雪糕也是人气单品，很多游
客为了买棒冰特地赶到神仙居。”
吴艳介绍，“目前，文创雪糕带来的
经济效益已经大于产品的设计开
发成本，许多兄弟县(市、区)也来跟
我们取经。”

“今年，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
正在创建 5A 级景区，我们也在摸
索能够快速提升景区影响力的方
法。受三星堆文创雪糕的启发，我
们在 8月 1日推出府城第一款文创
雪糕，希望借助文创雪糕的社交属
性，更好地宣传府城景区。”临海市
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健介绍，文创雪糕推出后的实际
效果，也超过他们的预期。“小红
书、抖音、微信朋友圈，都能看到很

多游客的拍照分享，市级、省级媒
体也有做报道，这些都是对旅游区
非常好的宣传推广。”

爆款背后的文化与品
质内核

如何打造出让消费者满意，并
愿意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文创产
品，这两家景区花了不少心思，也
下了不少功夫。

陈健介绍，最初景区选取了丹
书铁券、揽胜门、兴善门等三个临
海的文化 IP 作为第一款雪糕的设
计素材，丹书铁券外形简单，可以
快速出设计；揽胜门的好汉坡景点
知名度高；兴善门标志性古迹集
中，周边集合了长城、城门、千佛塔
等，画面内容丰富。

“最终我们选择了兴善门这
款，除了设计元素丰富，也考虑到
兴善门周边交通、停车方便，更方
便游客们购买、拍照。”陈健说。

神仙居景区在设计文创雪糕
的过程中也投入了实打实的诚意，
携手国内文创雪糕市场占有率最
高的设计团队共同开发，多次邀请
设计团队来景区实地体验，捕捉灵
感，设计出最具神仙居特色的雪糕
造型。

“最终，我们提取了如意桥、观
音峰、迎客松、朱雀花、云海等神仙
居核心元素，融入到一副展开的画
卷之中，这也契合了仙居正在建设
现代化中国山水画城市的主题。”
吴艳介绍，敲定设计方案后，在正
式生产前，他们也对接了国内几家
有实力的雪糕生产厂家，经过几轮
样品试吃，最终才推出颜值又高口
味又好的神仙居雪糕。

“5 月份首先推出了牛奶、草
莓、巧克力三种口味，后来我们想
仙居，是‘中国杨梅之乡’，为什么
不推出仙居独有味道的雪糕呢？”
吴艳介绍，今年 6 月中旬杨梅一
上市，他们就从当地杨梅企业采
购了当季新鲜的仙居杨梅制作成
原果浆交于雪糕生产厂家，经过
20 多天的赶工生产，2 万枝杨梅
限量口味的文创雪糕出现在景区
商店中。

也正是这种丰富而厚重的文
化内核和过硬的颜值、品质，台州
文创雪糕推出后也带来一些意向
不到的文化传播效果。

“最开始我们以为第一波游客
体验者会是更喜欢新鲜事物的年
轻人，没想到更多的是家长朋友
们，他们带着小朋友来买，然后对
着雪糕上的图案向孩子讲述相关
历史。”陈健说，因为文创雪糕的文
化属性，他们在雪糕售卖店的布局
上也更慎重。“我们以打造品牌形
象的定位进行布局的。售卖文创雪
糕的店铺应该了解景区、临海的历
史，这样在消费者问起雪糕背后的
典故时，他们能做好临海文化旅游
的宣传。”

如何让景区文创雪糕
实现“持久红”？

由于文创雪糕爆红后的引流
特性，旅游业里文创雪糕的风潮越
刮越热。有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已
经有百余家景区推出文创雪糕，一
支支带有景区特色设计的雪糕成
为景点 IP推广招牌与游客们的“打
卡神器”。

然而，文创雪糕在成为“流量

网红”的同时，也陷入低水平模仿、
缺乏创新的窠臼，良莠不齐的口感
和品质遭到不少争议。其中北京香
山公园的红叶文创雪糕，以树叶搭
配大牙缝的笑脸，实现了“丑出圈”
的效果。

在全国文创雪糕的赛道上，始
于文化、陷于颜值的文创雪糕，该
如何保持消费者的消费热情？又该
如何突破消费场景的限制？

对此，吴艳表示，神仙居文创
雪糕选择从雪糕的品质上发力。

“我们在口味选择上遵从老少咸
宜，品质把控也很严格。因此，在实
际销售过程中，不仅是游客，本地
市民的购买热情也比较高，不少市
民整箱整箱购买这个雪糕。”

据介绍，在仙居，神仙居如意
桥雪糕不仅是景区游的限定周边，
也成为不少当地市民夏日消暑的
必囤冰品，甚至是招待远方来客的
新“特产”之一。为了让当地市民购
买方便，神仙居景区在仙居城区永
安溪绿道也设置了一个文创雪糕
购买点，下阶段，还将开通线上购
买渠道。

陈健表示，此次兴善门旗开得
胜雪糕试水成功后，临海文旅集团
将在此基础上针对消费者的群体
需求，不断创新设计，改进客户体
验和提升客户粘性。

“文创雪糕肯定不能一成不
变，只有不断更新才能不断增加吸
引力。接下来，我们将会增加更多
的口味选择，在产品样式上也将陆
续推出千佛塔、揽胜门等地标性建
筑的雪糕，形成一个系列。”陈健介
绍，“我们也计划，通过社会征集，
与市民互动的方式，推出下一款文
创雪糕。”

打造文旅结合新赛道

台州文创雪糕频频“出圈”

神仙居如意桥文创雪糕。 浙江神仙居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供图

本报记者周丽丽

近日，市域铁路 S2 线一期工程
示意图对外公布，这意味着市域铁
路S2线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

市域铁路 S1 线自北向南，串联
起椒江、路桥和温岭，带动了相应区
域的楼市。那么，市域铁路 S2线，自
西向东连接了黄岩、椒江、台州湾新
区，对于楼市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市域铁路S2线途径哪
些区域？

市域铁路 S2线一期工程起自黄

岩北洋镇，止于台州湾新区，线路全
长 66.3公里，其中地下线长度 18.65
公里，地下线占比 28.1%。全线设站
22 座，其中地下站 7 座，高架站 12
座，地面站 1座，预留 2座高架站。项
目一期工程总投资约308亿元。

从设置的站点来看，市域铁路
S2线将串起黄岩北洋镇以及江口一
带，然后通过台州高铁新区，顺着市
府大道连接椒江的老城区，最终接
轨台州湾新区。

按照 140 公里/时的速度目标
值，半个小时，乘客就可以从群山
环绕的黄岩西部，到台州湾看海，
这无疑拉近了台州中心城区东西
部的距离。

哪些区块楼市又将迎
来“风口”？

中心城市融合加快，也将会带来
一些区块楼市的发展。那么，哪些区
块的楼市将会因为市域铁路 S2线的
推进，迎来新的“风口”呢？

黄岩西部生态宜居，但房产开发

还是相对滞后。随着市域铁路 S2线
的开通，想必黄岩西部的楼市发展速
度会加快。具有浙东十八潭、富山大
裂谷、黄岩大瀑布等丰富旅游资源的
黄岩北洋镇，其旅游地产或许会迎来
一波开发高潮。

同时，市域铁路 S2线的开通，对
于与椒江接壤的黄岩江口街道来
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红利”。

从市区地图来看，黄岩江口街
道是市区融合的重要区块，也是主
城区未来发展的储备空间。以往，
台州人所熟悉的江口，大抵是黄岩
医化、食品产业的集聚区，既有联
化科技、天宇药业这样的上市公
司，也有黄罐集团等大型企业，还
有很多村居集聚地。随着市域铁路
S2 线的推进，江口或许将开辟新的
人居环境。

此次市域铁路 S2 线与 S1 将在
高铁新区汇合，对于周边楼市产
生一定影响。市域铁路 S2 线途经
椒江八中站，或许能带动老城区
楼市发展。

市域铁路 S2线也将进一步加速

城东的发展。最近，中央创新区的发
展势头可以用“势不可挡”来形容，
市域铁路 S2线的途经也将进一步推
动该区块的开发。

不过，影响最大的还是台州湾
新区。从起始站、终点站的设置可
以看出，市域铁路 S2 线将带动东
西旅游资源的发展，而台州湾新
区无疑是未来旅游开发的一个重
点区域。

市域铁路S2线要来了，
哪些区块楼市将迎来“风口”？

本报记者李寒阳文/摄
近年来，随着国潮风兴起,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穿汉服。
不久前的七夕，台州也迎来了一

阵“汉服潮”，台州欧拉4S销售团队穿
汉服卖车,椒江Le Z餐厅推出的汉服
法餐体验,还有大街上身穿汉服出行
的年轻人。曾经被视为奇装异服的汉
服，正悄然破圈，走入普通人的生活。

而在临海杜桥镇，有一家开了八
年的“老作坊”一直默默为汉服爱好
者们输送着“弹药”。没有找工厂批量
生产，仅靠店内 6名裁缝量体裁衣，
年均卖出近 2000套，这家小店在汉
服市场中努力推崇着这一“新国潮”。

从赚钱“养店”到年卖百万

9年前，临海人王珊珊在大学初
遇汉服，从小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和古
装风格的她与汉服一拍即合。

加入“汉服社”、组建“汉服群”、自
学了“汉服设计”，毕业后回家又开了

“汉服工作室”，经营起汉服网店“沉香
画舫”，王珊珊把爱好变成了事业。

但由于当时穿汉服的群体数量
太小，销量惨淡，王珊珊一边上班，一
边用工资支撑着这项爱好。

凭借自己对汉服的理解，王珊珊
没有找工厂批量生产，而是请了几位
裁缝用手工制作，她表示，虽然效率
不高，但是衣服品质提升了，所以即
便定价比起“工厂衣”要高一些，但买
家一收到货，就能感觉“精致”。

“一个裁缝生产一件汉服，大概
需要 1-2天，虽不能批量生产，但可

以‘量体裁衣’。”王珊珊说。
随着“古风”逐渐兴起，主打量身

定制和品质做工的“沉香画舫”一下
子打开了销量，去年，这家小店的年
销售额已达到了140万元。

“周边”市场广阔

2018 年开始，每年农历的三月
初三被称为“中国汉服日”，汉服产业
也引来了爆发。汉服体验馆、汉服租
赁、汉服剧本杀等周边市场陆续落户
台州，“沉香画舫”的汉服也得到多个

“汉服体验馆”代理销售、租赁。
“汉服租赁的利润会比出售更高

一些，需求量也更大。”椒江蒹葭汉
服体验馆店主徐安表示，能将汉服作
为日常装扮的人群毕竟还在少数。

徐安告诉记者，现在将汉服当
“婚服”的人越来越多，而作“婚服”用
的汉服通常以租赁为主。

“根据汉服的品质和设计，其租
赁价格有很大差别，每件从几百元到
几千元不等。”徐安说，一套零售价为
4000元的男女婚用汉服一次可以租
2000元。

此外，古风妆容、造型、拍摄都成
了配合汉服的一部分，汉服的周边市
场正在崛起。

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汉服行
业市场规模达79.6亿元，中商产业研
究院预测，2021年我国汉服行业市
场规模将达105亿元。

“台州的汉服产业仍处于发展初
期，大多都是向外地出售。”王珊珊认
为，在制造能力和营商环境均在线的
台州，汉服产业发挥的空间还很大。

仅雇6个裁缝，年均卖出近2000套

台州汉服小店
“整活”新国潮

汉服小店生意逐渐红火汉服小店生意逐渐红火。。

本报讯（通讯员朱苗苗）“通过
手机端、电脑端和餐厅大屏幕就可
以清楚看到食堂后厨情况。”据统
计，截至目前，温岭市 86 家二级以
下幼儿园食堂已完成“智能阳光厨
房”全覆盖建设，进一步提升校园
食品安全智慧化管理水平，打造市
场可视化监管数字驾驶舱，有效提
高校园食品安全监管效能。

今年初，温岭市将“全市二级
以下幼儿园食堂建设智能阳光厨
房全覆盖”列入市政府民生实事项
目，该市市场监管局联合教育局精
准施策、保质保量推进“智能阳光
厨房”。

与原先的阳光厨房相比，升级
版的“智能阳光厨房”通过数字监管
应用场景迭代升级，集成互联网+视
频监控、后厨物联感测、AI 智能抓
拍、信息公示于一体，具有“可感知、

可监控、可识别、可抓拍、可示警”等
优势，从而实现“后厨操作可看、食
材来源可溯、食安管理可查、诚信承
诺可示、餐饮服务可评”。

升级版“智能阳光厨房”在留
样过程中，采用访问权限控制，实
现人脸识别开锁，留样过程视频可
查，留样信息在线监管，从而实现
关口前移，帮助食堂从业人员更好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作为家长，最关心的就是孩
子在校的饮食安全。现在我们在手
机端、电脑端和餐厅的大屏幕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幼儿园食堂的后
厨情况，还能自动抓拍厨师未戴帽
子等不规范行为，可以说是一切动
静尽收眼底！”秋季新入园的小班
家长朱女士在温岭市城西星辰幼
儿园食堂参观智能阳光厨房建设
后，发出这样的感慨。

温岭：二级以下幼儿园食堂
“智能阳光厨房”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