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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诸葛晨晨

41家美食新打卡地产生

近日，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公布了2022年度“百县千碗·鲜在台州”美
食旗舰店、示范店、体验店、单品店评定结
果，41家美食新打卡地产生。

此次新入选的美食体验店，来自酒家
和民间，涵盖城镇和农村。有台州方远国
际大酒店、仙居君澜度假酒店等满足各类
宴会需求的综合性酒店；有温岭石塘人
家、黄岩渔小海等主打传统台州菜的老牌
知名餐厅；还有椒江顺记浦江荟、天台巨
说还不错音乐餐厅等美味新代表的网红
餐厅。

41家“百县千碗”美食新打卡地，成了
全方位展示台州特色美食的最佳载体。有
的深入菜品开发和文化挖掘；有的突显地
域性食材；有的传承独到的烹饪技艺；有
的老菜新做创新发展。

此次首次公布的5家单品店为路桥子
臣餐饮有限公司、温岭爱德烤卤、玉环瞿
阿龙小吃店、玉环溯之燃姜汤面、玉环里
墩农庄，这些深藏于小城街巷的“老字

号”，让烟火人间风味常存。
路桥子臣餐饮有限公司靠一道百年

传统美食“灰煻鸭”，唤醒路桥人独特的味
觉记忆。老字号玉环瞿阿龙小吃店，有山
粉圆等地道的玉环小吃，为当地人津津乐
道。成立于 1972年的温岭爱德烤卤，经由
两代人传承守护，让美食风味如初。

据悉，自2019年以来，台州开展“百县
千碗·鲜在台州”美食体验（示范）店创建
活动，目前，我市已成功培育了市级体验
（示范）店89家、单品店5家，市民、游客可
以就近打卡各具特色的台州风味。

美食的不同打开方式

近年来，台州在全市发起“百县千碗·
鲜在台州”IP的美食征集令，最终，浓缩山
珍海味精华的“台州十大碗”揭晓，各地也
相继推出了不同的“文化菜单”，如府城家
宴临海味道、寻味仙居·瑶池宴等，勾勒出
一幅台州好味图鉴长卷。

“百县千碗”美食体验店阿三禧宴、鑫
港海鲜酒店等，推出了临海府城家宴套
餐，搜罗了当地经典小吃。靠着当地餐饮
大力宣传，让“台州糯叽叽的天堂”占据社

交平台热搜榜，吸引远近食客前来打卡。
香卤小肠卷、老海门蟹糊、家烧东海

大黄鱼、鲳鱼年糕、蜂巢水潺、沙蒜豆面、
姜汁调蛋和鸡蛋麻糍……走进“百县千
碗”美食旗舰店台州方远国际大酒店，食
客可以选择“八大碗”经典套餐，聚成一桌
独特的山城风味，包含“冷菜+热菜+点心”
体系。“我们希望将酒店打造成一站吃遍
椒江美食的‘聚集地’和‘打卡点’。”该酒
店办公室尹主任介绍。

除了追求菜肴呈现的精益求精，我市
各家美食体验（示范）、旗舰店在“百县千
碗”氛围的营造宣传方面下足了功夫。如
今，走进各大美食体验店的点菜区，都会
看到“百县千碗”美食菜品介绍展区，各
家还以好味为引子，挖掘美食背后的人
文内涵。

如方远国际大酒店除了在点菜区设
置关于“百县千碗”的宣传外，还在用餐区
设置了“醉美府城·鲜游椒江·味寻方远”
的桌台小景。酒店还培育了10多位服务员
担任“百县千碗”美食解说员，他们可以熟
练地讲解菜品制作、文化典故等内容，让
食客在品味“舌尖上的台州”的同时，感受
到有味道、有温度、有创意的人文体验。

美食IP创造多元价值

随着台州文旅融合不断发展，“百县
千碗·鲜在台州”这张文旅融合金名片，正
充分发挥其作用。

近年来，天台县不断擦亮美丽乡村的
生态底色，打造了幸福塔后、古韵张思等
经典乡村游目的地，依托景区的高人气，
当地餐饮发展迎来新契机。

每逢国庆节等节假日，张思载强农家
乐、后岸村办农家乐等餐馆总是食客满
座。多元的乡味和实惠的价位，正是农家
乐经营者们所掌握的“财富密码”。

“百县千碗”美食体验店后岸村办农
家乐于 2012年开店，老板娘陈晓微介绍，
店内的特色菜始丰小狗牛肉、寒山莲子、三
合油泡等一直保持较高人气，这也让她意
识到菜品开发的重要性。后岸村还是黄精、
铁皮石斛主要种植基地之一，该农家乐迎
合“养生”消费理念，将农特产融入菜肴中，
开发了“铁皮焖鸡”“天台黄精”等独特的乡
味料理，也为饭店经营带来新商机。

同时，越来越多餐饮从业者意识到，
旅游消费正成为振兴餐饮行业的新引擎。

温岭爱德烤卤第二代传人金德胜，多
年来一直在寻求“老字号”的转型。

早在2019年，他凭一道“香卤小肠卷”
在台州市“百县千碗·鲜在台州”评选活动
中收获高人气。

这几年，这位 70 后商人紧追潮流，
继续做优做精产品，通过设计、非遗传
承、线上零售、参展等方式推出了不少
新产品和新服务，并积极参加第十三届
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等各大文旅展会，以及台州各地组织的
美食夜市。

如今，“老字号”既守住了经典，又当上
了“网红”,爱德烤卤已被列入温岭市级非遗
项目——温岭肉类卤制品加工技艺，桂花
牛腱礼盒获2021年台州特色伴手礼。金德
胜认为，“‘百县千碗’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
的舞台，也让更多人享受到爱德卤味。”

“鲜在台州”走进省城

在本地吃香的同时，“百县千碗·鲜在
台州”开始逐步走出去。

10月，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开展“诗画浙江·百县千碗·鲜在台州”进
省级机关食堂及推广活动。10月 24日至
28日，该局带队走进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食堂，此次活动也是我市落实百县千碗

“六进工程”（进机关食堂、进景区、进星级
饭店、进高校、进社区、进高速服务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

来自天台县雷迪森容园酒店的大厨
们，用台州原生态食材现场烹饪，提供早
餐与午餐的服务，并设展台区，展销台州
各地特色物产，每天吸引近 200名用餐者
前来打卡。

天台香鱼、稻香茭白、三门青蟹、沙蒜
豆面……菜单中，“台州十大碗”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以台州海鲜、地方山珍、特色点
心小吃的结合，制作具有台州特色的风味
菜肴，让省文旅厅职工对台州美食留下更
深的印象。

接下来，台州百县千碗“六进工程”还
将持续开展，我市将全力打造“台州十大
碗”美食品牌，让更多游客、市民感受到台
州美食带来的“养胃”体验。

探寻美味，走起！

台州“百县千碗”美食地图更新

本报记者陈伟华文/摄
10月 18日—10月 31日，“水墨和合——

李统英山水画作品展”在温岭市文化馆举办，
共展出75件作品。

李统英出生于重庆，在温岭生活了20多
年，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溪庐画社
社长，作品曾多次入选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
美展并获奖。此次“水墨和合——李统英山水
画作品展”由温岭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温岭市文联、台州市美协中国画艺委会主办。

据了解，展出的 75件作品中，有国展入
选、获奖作品10件，册页一组13件，写意小品
13件；还有39件是李统英在温岭及周边城市
创作而成的作品。

李统英曾多次到神仙居采风，她所创作
的水墨山水画《神仙居》，纵 180厘米、横 390
厘米。画上有连绵起伏的山峦，它们被江南的
云烟所环绕，还有流水从远方迂回而下，导致
峰峦沟壑间云气万千。神仙居重要的景点，都
成了李统英创作的素材，其内有观音峰、仙人
指、如意桥、南天桥、莲花台。

李统英的作品，不仅构图新颖大胆，还有
含蓄和隐约的古典诗意。她的《仙居淡竹龙潭
头》《仙居迎客松》《高迁古民居》和《仙居公盂
村》等画作，尽显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石夫人是温岭标志性景区，李统英的家
就在石夫人山下，为画好《石夫人》，她经常爬
到山上写生。构图时，她运用了传统的理念，
并结合现代思想及笔墨符号而进行创作。“我
先用有变化、有节奏、有粗细搭配的线条来表
现山体，再用层层的干笔和湿笔，交替晕染。
说简单一点，就是‘皴、擦、点、染’一气呵成，
这些都是山水画的技法基础。”李统英说。

温岭举办
李统英山水画展

本报讯（记者陈伟华）10月 12日—10月
31日，台州市美术作品展在台州书画院2号展
厅举办，此次展览由台州书画院和台州市美
术家协会主办，共展出50多件作品。

此次参展作品，紧扣时代脉搏，不乏精品
亮作。郑士龙的作品《大风景No.12》笔墨挥洒
自如，画面布局壮阔。创作时，他巧妙运用了
水彩技术，融入了中国画的水墨效果，使画面
形式别具一格。林彬的《大陈岛·欲雨》，用朴
实的笔触、浑厚的色彩，展现了大陈岛独特的
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王贻正的《荷》，
整个画面的色调，别出心裁地以红、白、灰三
个调搭配，别有一番韵味。高炬的《火种》，以
亭旁起义为历史背景，本着尊重史实的原则，
通过绘画手法，将历史复原成鲜活的画面，直
观地再现了革命烈士的光辉形象。

50余件画作亮相
台州美术作品展

本报讯（记者陈伟华）10月 22日，“金秋
硕果盛——圆如书画展”在天台西霖画廊开
展，共展出作品 58幅，展出时间持续至 11月
25日。

圆如，真名夏积夫，1970年11月出生于天
台，主攻国画，擅山水、花卉，尤精兰、竹、石。

此次展览以山水花鸟写意国画为主。
圆如的作品，以书法入画、以线造型，将西
方绘画严谨的写实造型，与中国传统文人
画笔墨的趣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独
特的面貌。

他的《高山流水一知音》这幅画，“石伴
松、松倚石”，树与山石有密切的联系；且画中
山峦层叠、飞瀑流涧，尽显野逸自然之趣、丰
茂华滋之象。

圆如的系列作品《八哥》，画的大多是欢
叫中的八哥。有三五成群的八哥，它们有聚有
散、呼应顾盼，使整个画面显得疏密分明，充
满了节奏性的动感；还有形单影只的八哥，在
风雨飘摇的枝头觅食，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
感觉。

“日常生活里，我画的就是自己，一个平
凡人的生活。我将身边的人和事，用画笔画下
来，再分享给观众。创作时，我力求画作清新
自然，又不失幽静雅致。意随心走、意到笔随，
画画时，我很重视这点，并喜欢追求自然。我
认为艺术讲个性，但艺术家不能刻意‘做’个
性。40多年里，我推崇的是浙派‘新文人画’。”
圆如说。

天台
圆如书画展开展

本报记者诸葛晨晨

10月 25日，由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
游体育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 2022 年

“苔花开”台州市百名文艺志愿者走进文
化礼堂活动启动。此次活动将持续一个
月，一批批优秀文艺志愿者，将走进5个县
（市、区）送服务，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
享用“文艺大餐”。

台州市文化馆馆长俞叶萍介绍，此次
活动旨在配合做好农村文化礼堂“四万工
程”，充分发挥文艺志愿者的社会辅导功
能，培养一批基层“文化带头人”。

活动包括三大环节，首先开展文艺志
愿者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提升培训，邀请了
全国各地优秀文艺名家授课。“参与活动

的文艺志愿者，由台州各地的文化馆干
部，以及具有一定基础，热心文化志愿服
务的乡镇文化员、文化礼堂管理员、业余
骨干组成。”俞叶萍说，“相信通过名师专
家的言传身教，大家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会有所提高，并能将所学融入到为基层服
务中去。”

另外，组织者将推动文艺志愿服务进
礼堂开展艺术普及。这些优秀骨干将组成
一支支文艺志愿者“轻骑兵”深入基层，为
热爱文艺的村民编排适合表演、娱乐、健
身的节目。最后还要在文化礼堂组织教学
文艺志愿者结业汇报。“形式多样的志愿
服务和文艺活动提升了文化礼堂的文化
功能，也丰富了基层群众的业余文化生
活。目前，我们的舞蹈、戏曲专场活动已经

率先启动。”
10月 25日上午 10点，台州市文艺志

愿服务（舞蹈）走进文化礼堂活动，在仙居
县南峰街道小南门文化礼堂开班。

培训特邀北京舞蹈学院客座教授马
守则、北京首则艺术中心舞蹈老师申晓军
担任讲师，在 3天时间里，31名优秀舞蹈
骨干跟随名师接受舞蹈编创、实践等课
程培训，在探讨切磋中精进舞艺。

当天下午 2点，黄岩区东城街道红三
村文化礼堂也举行了开班仪式。国家一级
演员，浙江省文化馆戏剧曲艺编导、浙江
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周子清的戏曲讲座

《咽音训练与健康发声》开讲，台下36名学
员是全市各地的戏曲骨干、资深戏迷。

戏曲专场培训还邀请了国家一级演

员、梅花奖获得者孟柯娟、裘锦媛，带领
这些戏曲骨干们，学习越剧剧目《胭脂·
慎思》《碧玉簪·归宁》中的戏曲身段、演
唱方法。

黄岩区文化馆戏曲干部章子清告
诉记者，本周，参加培训的骨干还将分
散到黄岩新前街道牟村等 4家文化礼堂
开展越剧普及教学，“我们还在排练一
台越剧惠民演出，将新学的技艺活学活
用起来，希望能让更多基层戏迷朋友大
饱耳福。”

据了解，11月中下旬，台州市文化馆
还将组织百名文艺志愿者走进路桥区、温
岭市和三门县，让器乐、戏剧、曲艺、声乐
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服务，走进
台州各地的文化礼堂。

“苔花开”文艺大餐送到家门口

台州市百名文艺志愿者走进文化礼堂

本报通讯员江文辉文/摄
近日，在温岭市箬横镇车路村的家

中，民间画工马若刚以手指为笔、以大米
为墨，短短十来分钟就在桌案上画好了一
幅《鸳鸯戏荷图》。那留白处的鸳鸯，在形
似斗篷的荷叶衬托下，宛若会说话的水墨
丹青，直教围观群众连番赞叹。而这，就是
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技艺——米粒画。

“这门技艺一般在民间供奉神灵或家
中节俗祭祀时出现，寓意吉祥如意、五谷

丰登，以展现当下美好‘福’景。”谈及米粒
画，马若刚有很多话要说。米粒画非常像
世人熟知的沙画，两者殊途同归，一个用
光线投影，一个是视觉幻影。

与沙画不同的是，米粒画因其表现
形式相对单一，且在小范围内流传，如今
逐渐走上了没落之路。对此，马若刚很是
担忧，“只要有人肯学，我都愿意无偿传
授，希望这门信手成画的技艺能够流传
下去。”

马若刚，1964 年出生，“我爷爷是一
名修道者，以前为了生计，学了这门技
艺。”马若刚说，小时候看爷爷作米粒画，
感觉好神奇，就在旁边跟着学，久而久之
入了门。

难以想象的是，真正让马若刚爱上米
粒画的，并不是因为兴趣，而是为了口香
喷喷的米饭。“在那个年代，家里的兄弟姐
妹基本过着有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马
若刚的哥哥马若琦介绍，为了改变人多粮
少的窘境，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尚未成年就
都外出打工去了。“马若刚的米粒画最好，
画完后不仅能赚工钱，还能带点米回来，
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所以他就一直做了

下去。”马若琦说。
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马若刚的米粒

画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年仅 20岁，他就
成了当地业内的佼佼者。同时，不甘安于
现状的他还置办起养蜂场，东奔西走中，
不仅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与人脉，还率先成
了村里的“万元户”。

后来，马若刚接触到了沙画。他认为，
沙画与米粒画殊途同归，他应该要担负起
发扬米粒画的使命，重拾古法，让这一门
技艺重归于人们的生活之中。

为此，马若刚开始对不同品种、颜色
的大米进行研究，并拜擅长国画的兄长马
若琦为师，边探寻以大米为墨的奥秘之
处，边学习借丹青成像的艺术之技，渐渐
地，变常规摊米作画为高难度漏米作画。

马若琦介绍，这门技艺在民国时出现
过断层。一般米粒画者习惯把一堆米倒在
桌案上，然后摊铺作画，这样作画只能呈
现单色；漏米作画则是古法米粒画的一
种，作画者直接握米在手，再通过掌间漏
米的方式直接摊铺在桌案上，手到之处即
成画笔，且根据不同结构，随时更换不同
品种、颜色的大米进行匀色、添色，远观似

立体彩墨国画，极富艺术感。
1995年，马若刚又开始琢磨。“虽然米

粒画勾线在初入门学习时就已经存在，但
最高境界的勾线，是每个手指都能呈现艺
术美感，稍有不达标，那么整幅作品将付
之东流。”特别像龙眼、兔眼等眼睛的勾
线，指力波动大小稍不留意，使米粒多一
颗、少一颗抑或是移位一颗都将致使作品
的灵性丧失。

为了突破这一层技艺，马若刚走了不
少弯路，并一度陷入迷茫。直到 10 多年
前，他无意间发现，自己所养的蜜蜂在采
蜜过程中，总喜欢把蜂足反复揉搓，轻点
蜂巢，结果所采的蜂蜜总能恰到好处归
集到一处。

“这个原理跟勾线的原理一样，利用手
指落米粒的瞬间把米粒轻匀其上，讲究的
就是恰到好处。”马若刚说，直到这时候，他
才觉得自己是一名真正的米粒画工。

指耕不辍整整40年，马若刚画过用米
量达 15公斤、单幅面积超 20平方米的巨
画；也画过用米量仅5两的小画，先后信手
成画 5200多幅。他表示，只要自己身体允
许，他就坚持一直画下去。

民间画工马若刚：万千米粒信手成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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