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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王佳丽

春节已经进入倒计时，为了丰富留台外来
务工人员生活，让他们在台州过一个温暖欢乐
又有滋有味的新年，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联合台州各地景区，组织开展外来员工“我在台
州过大年——一份旅游门票”活动。即日起至
2023 年 2 月 8 日，在台州过年的非台州籍企业员
工（须在台州正常缴纳社保），可凭借身份证、在
台缴纳社保证明（浙里办下载），每日限申领一
份优惠门票。

与往年相比，今年参与优惠游的景区数量更
多，优惠力度更大。今年参与优惠游的景区共有90
家，包括3家国家5A级景区、15家国家4A级景区、
53家国家3A级景区、11家2A级景区以及8家非等
级景区。相比于前两年部分景区门票实行折扣优
惠，今年参加活动的景区全部享受首道门票免费优
惠（不包含导游讲解服务、索道、玻璃栈道、漂流等
收费项目）。

3 家国家 5A 级景区分别是台州府城文化旅
游区（包括江南长城和东湖等景区）、天台山景区
（包括石梁景区和国清景区）和神仙居景区。此
外，你既可以带着孩子在台州市博物馆、黄岩博
物馆、台州市吴子熊玻璃艺术馆、台绣艺术馆等
文化场馆徜徉于历史和艺术的盛宴；也可以前往
椒江大陈岛、玉环鸡山岛，解锁一场由落日、海
崖、沧海组成的浪漫海岛画卷；当然，你还可以在
仙居高迁古民居、临海黄坦丁公园村、三门横渡
潘家小镇、黄岩柔川景区等美丽乡村，感受古朴
自然的乡野魅力。在华顶看凇，在淡竹看水，在东
沙看海，在蛇蟠看洞……台州最美的山海奇观，
都已经囊括在这份“礼包”里。

除了在入景区前需提交本人身份证及社保证
明，部分景区还需提前预约，游客可关注景区官方
公众号或拨打景区电话咨询和了解。如温岭方山景
区和温岭长屿硐天景区，需提前在“方山旅游”和

“长屿硐天”微信公众号上预约，游客预约时需要确
定游玩日期和人数，并如实填写好游玩者的个人信
息（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这份“大礼包”里还有一份
“特别的礼物”——春节前后（1 月 15 日—1 月 29
日），台州方特·狂野大陆每天向外来员工限量免费
发放门票2000张。门票实行预约抢票，想要游玩的
游客，需进入“台州文旅”微信公众号的“游省心”平
台进行操作，获得免费门票后，在规定时间内到景
区现场进行核销即可。

1月15日—1月29日，台州方特·狂野大陆
每天向外来员工限量免费发放门票2000张

台州90家景区联手
送出旅游门票大礼包

台传媒记者王佳丽

春节将至，全市 90 家景区推出
“首道门票免费”优惠活动，让留台外
来员工在享受悠闲假期的同时，还能
去感受台州丰厚的历史文化，领略荡
魂摄魄的山海风光。

一座有趣味的城市，除了有公园，
还有博物馆和艺术馆。带着孩子，花上
一天或者半天去泡“家门口”的博物
馆，绝对是值得列入假期计划的事情。
趁着假期的空闲时光，去打卡台州市
吴子熊玻璃艺术馆、台绣艺术馆、国华
珠算博物馆等一波文化场馆，在观览
中体验美感，在游玩中乐享知识。去台
州市博物馆、黄岩博物馆，除了在馆藏
陈列中体会山魂海魄的精神气脉，感
知精致典雅的宋韵之美，也许还能碰
上一些限定展览！对了，还有机会报名
参加博物馆推出的文化活动。

走出了“家门口”，还想走得更远
一点。台州天赋异禀，多山多湖，就连
别处羡慕的海与岛，在这里也是寻常，
总有一道风景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登山则情满于山。天台山景区和
神仙居景区这对“王炸”自不必多介
绍，名声在外，莫不神往。千岩竞秀，万
山叠翠，台州的山总有无数种“出圈”
模式：在天台赤城山，可访佛教、道教
胜迹，寻唐人行吟踏歌之所，邂逅一场
流光溢彩的“丹壁排空叠彩虹”；在温
岭长屿硐天，欣赏石与石之间的奇妙
配合创造的瑰丽想象，倾叹因人与自
然的绝佳合作而留下的奇美风景；在
临海羊岩山，这座被茶树选中的山，拥
有独特风格和味道，站在羊岩山顶，可
登高远眺，青山秀色，一览无遗；在临
海安基山，人们总在等待每一次起风
的时刻，寻找与天空亲密拥抱的机会。

观海则意溢于海。冬天未必不能
去看海。如果说夏天的海岛，就像一杯
冒泡的柠檬汽水，那么冬日的海岛，气
质冷冽，就如同用富士电影胶片拍出
的照片。躲开喧嚣的人群，去大陈岛看
落日余晖泛起的层层光芒，看渔家灯
火点亮的人间温情，或是用玉环鸡山
岛上五颜六色的涂鸦，装点舒畅心情。

即使不想出海，也能躲进玉环的
渔村里，姿势松松垮垮，脚步慢慢悠
悠。干江镇东南面的白马岙村，坎门街
道东南端的东沙渔村，虽然“貌不惊
人”，却“肚中有料”——它们，都离海
足够近。当然，还有一处地方会更加热

烈，在温岭石塘的曙光园，人们总是激
动地期盼那一缕曙光。

走得远一点了，却总想去看不一
样的风景。那就去台州的古村落里，寻
找记忆里的乡愁，沉浸自然美景之中。
这里的村庄，有的依水而建，有的藏于
深山，有的以风光见长，有的以古建为
章，像是一座座四季如画的美丽花园，
又像是一粒粒被定格历史的珍贵琥珀。

人聚成村，因此而兴，沿着始丰
溪，遇见天台县平桥镇张思村。这里因
保留大量明清古建筑而出名，穿行于
老宅深巷与重檐翼角，邂逅古村的重
重历史，踏过前人走过的“霞客古道”，
在宗渊书院领悟先人的教诲。这样的
古村还有很多，在仙居县白塔镇高迁
村，在临海市东塍镇岭根村……在古
民居的墙头层叠、砖雕雀替里，我们可
以感受到虽非同姓、亦是同源的共鸣。

穿过安岭乡的秘境，在永安溪源

头找到石舍村，村里悠悠古桥历经百
年沧桑，双溪相汇更添山水野趣。傍水
而居的村子总是带有灵气的，顺着溪
水一路向东，进入灵江段，可以拜访一
个名叫延恩的村庄，品尝甜蜜的涌泉
蜜橘必不可少，还能走进当地的千年
古刹延恩讲寺，祈福新年。

当然，关于乡村游玩更简单的快
乐，还在于寻找更单纯的美景。景有四
时，四时皆美。因为“十里铁甲龙”，即
使在色彩最匮乏的冬天，天台县街头
镇后岸村也能独有一份秀奇磅礴。仙
居县淡竹乡下叶村的美，是处处抬眼
见青山如画，低头是白墙黛瓦的清新
盎然。还有更多曾经被群山困住的村
庄，又因绿水青山成就了美好生活
——在青山环抱、古韵十足的三门县
岩下潘村潘家小镇，在溪水潺潺、林木
葱郁的临海市尤溪镇下涨村，享受冬
日慢时光。

山海留客地，
“就地过年”解锁解锁““游在台州游在台州””

台传媒记者彭 洁

又是一年辞旧迎新时。
《启航 2023——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年

晚会》圆满落幕，不仅让热闹的新年景象深入
人心，也把旖旎毓秀的台州山水铺陈开来。

黄岩、临海、天台、仙居……晚会镜头里
的台州，每一帧，都那么动人。

钩沉

“一弯永宁江，两岸橘花香。”
作为《启航 2023》主会场，黄岩，钟灵秀

美，物华天宝。
到黄岩，不可不去五洞桥，这座历史悠久

的桥梁因桥身为五个大拱孔而得名。桥东西
临街，历来就是交通枢纽与商贸繁华之地，见
证了黄岩的历史变迁，于1989年12月被列入

浙江省级文保单位。与五洞桥相依相偎的，有
一条桥上街，街因桥而得名，漫漫时光中，街
上的老房子仍旧保留着古老的韵味。

九峰路上的九峰公园，是浙江开园最早
的县级公园，承载着无数台州人的童年记忆。
1959年建园的九峰公园，因有灵台、文笔、华
盖、接引、宝鼎、灵鹫、双阙、卧龙、翠屏九座山
峰而得名，青山环抱，溪水蜿蜒，古木参天，漫
步其中，悠然惬意。

如果说九峰公园是黄岩的旧地标，那沿
永宁江而建的朵云书院算得上是新地标了。
朵云书院融合了传统建筑文化中的庭、园、
楼、阁等元素，设置了庭院休憩区、图书阅览
区、咖啡餐饮区、讲座展览区、会议接待区五
大功能区块，并以不同的主题颜色呈现，犹如
一朵五彩祥云，“飘落”在江北公园，成为独具
台州山海特色的公共文化空间。

九曲澄江如练，夹岸橘林似锦。黄岩的记
忆，是橘香的记忆。南城贡橘园位于南城街道
蔡家洋村，实施区域1.91平方公里，核心基地
1500亩，辐射黄岩柑橘基地30000亩，是一个
集农业观光、休闲旅游、自由采摘于一体的田
园综合体，亦是黄岩“百年橘树，千年橘乡，中
华橘源”的新名片。

在黄岩作为主会场亮相之前，2022年的
央视跨年晚会，是在临海完美启幕的。今年，
一曲《山河韵》伴着唢呐和竹笛声，展现了临
海雄美的台州府城墙和秀美的东湖公园，尽
显宋韵临海风采。

台州府城墙，又称江南长城，全长 6000
余米，现存4730米，东起揽胜门，沿北固山山
脊逶迤至烟霞阁，在山岩陡峭间直抵灵江东
岸，延伸至巾山西麓，依山就势，俯视大江。

“杭州有西湖，台州有东湖，东湖之胜，小
西湖也。”东湖公园，清朝时曾是台州园林之
首，前湖、湖心、后湖三大园区，总占地约 280
亩。倏忽百年，依然清晰可见属于江南最美园
林的婀娜风情。

镜头一转，舞台上，一群少年正用武术力
量演绎出《和合共生》，引来满堂喝彩，也将我
们的目光吸引到了天台。

千百年来，儒释道在此地共存共荣，孕育
出以“和合圆融”为精神内核的天台山文化，
也是中华和合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千年之前的隋唐，智者大师在这里种下
禅意种子，也开启了国清寺的千年美名。寺庙
里的钟声梵音，是一曲台宗祖庭的吟唱、和合
文化的回响。

天台亦是活佛济公的出生地。修缮一新
的济公故居，分为观霞阁、济公李氏故居和陇
西园三大部分。这里是享誉民间的济公故事
的起点，也是信众们心中膜拜的远方。

道教南宗祖庭桐柏宫，原名桐柏观、桐柏
崇道观，建于天台县城北二十里左右的桐柏山
西南瀑布岩。据有关典籍记载，最初有高道葛
玄在桐柏宫炼丹而闻名，道学大家陶弘景、司
马承祯都曾在此隐居。至北宋年间，天台人张
伯端流放岭南时，偶遇真人刘海蟾得授真诀，
后作《悟真篇》传世，因其代表人物多出自南
方，故名南宗，与王重阳创立的北宗遥相呼应。

山水

台州之美，不仅在物在人文，更在景在山水。
由古筝和笛子跨次元合奏的民乐曲子《山

海万里》，满屏皆是绮丽壮美的神仙居景区、天
台山大瀑布景区和琼台景区，令人震撼。

国家5A级景区神仙居景区，位于仙居中
南部，一山一水，雄壮而幽深；一崖一洞，险峻
而神秘；一石一峰，奇崛而神秀。云海为奇峰
险崖蒙上浩渺的仙气，阳光给流泉飞瀑染上
生动的色彩，神仙居如梦如幻。

观音峰是神仙居的标志性景观。只见山峰
双手合十，神态端庄，气势恢宏。与观音峰相对
的峰林绿涛丛中，“绽放”着一朵莲花，那是莲
花台。从远处看去，就像观音端坐在莲花之上，
造型轻盈优美，也是观赏观音峰最佳点位。

如意桥则是神仙居的网红景点。横跨峡
谷的如意桥桥长 130米，刚柔并济的造型与
神仙居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宛如一柄空中
的玉如意，很受游客欢迎。

作为一个全新的网红打卡点，南天顶位于
海拔869米的悬崖峭壁之上，是神仙居单体规
模最大最壮观的观景台，犹如太空飞船，又如
远洋游轮，登上，便是浩瀚的另一番天地。

“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到
了天台，一定得去亲眼瞧一瞧雄伟的天台山
大瀑布。主体高325米、最大宽度90米的九级
大瀑布，如万马奔腾，气势磅礴，惊醒了沉睡
的山谷。大瀑布区块与琼台景区串联成片，形
成了一个整体。因而，游览了大瀑布后，还可
以跨仙桥，体验“人在空中走，云在身边飘”；
过琼台，欣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会仙桥，位于天台山大瀑布（琼台仙谷）景
区，是一座高低塔双跨三墩玻璃悬索桥，全桥共
铺设有72块超大夹层钢化玻璃。从桥上往下看，
最高落差超过百米，视野宽阔，玩的就是心跳。

谪仙桥，是一座全长120米、高50多米的
悬空索桥，将琼台景区和大瀑布景区连接起
来，一桥架东西。行在桥上，尽揽美景，群山环

列、流泉飞瀑、云蒸雾绕，美不胜收。

美食

台州之美，还在食物之美，诱人的糯叽叽
小吃与鲜甜的海鲜，哪个不引得人垂涎三尺？

在节目《团圆》中，食饼筒高调亮相。这款
包裹着五花八门馅料的台州特色小吃，也包
含着幸福团圆的特殊寓意。

食饼筒也叫麦油脂、锡饼。一张薄厚均匀
的饼皮决定了口感，丰富的馅料也很重要，炒
米面、绿豆芽、洋葱、肉丝、蛋丝、油条、豆腐干
等等，你爱吃什么就可以摆放什么。饼皮被摆
放得满满当当以后，就是关键的“卷”了。这可
真是颇具技术含量的一步，若是卷得不到位，
食饼筒吃到一半，可能就“露馅”啦。要小心翼
翼，两头折进一小段才好。

在魔术表演《美食之旅》中，亮相的美食
是黄岩烤糖和番薯庆糕，香喷喷，甜蜜蜜。

烤糖，以红糖、炒糯米为主要原料，黄中
带亮、颗粒均匀、软硬适中、香甜酥脆。甜滋滋
的烤糖里，更是藏着大家对新一年的美好期
待。番薯庆糕，则以番薯粉、糯米粉和红糖为
主要原料制作而成，软而不粘，甜而不腻。

三门小海鲜也惊艳登场。三门青蟹、望
潮、跳跳鱼、皮皮虾、对虾……满满一船的海
鲜盛宴，让人想立刻大快朵颐。

还不快来台州，逛吃逛吃？

《启航2023》跨年晚会刷屏

央视镜头里的台州，每一帧都很美

台州方特台州方特··狂野大陆狂野大陆

椒江大陈岛椒江大陈岛

扫一扫，看望潮APP
了解优惠游景区名
单和礼包领取方式

临海盘山公路临海盘山公路

临海东湖公园临海东湖公园 神仙居神仙居

黄岩大瀑布黄岩大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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