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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黄保才

新春佳节，最火爆的要数新落成的
商业综合体，市区宝龙城、天佑城……
一条市域铁路S1线开通，也带火温岭
银泰城等商圈；年前，央视跨年晚会
和《非遗里的中国》聚焦台州，让市民
和南来北往的游客，趁春节假日兴致
勃勃地打卡诸多景点；有名的临海紫
阳街、刚刚跻身省高品质步行街的路

桥十里长街历史文化街，这些天人声
鼎沸，暖流涌动。更有台州74家旅游
景区，春节期间向全国游客免门票，
使得多地游人如织，人气爆棚。

正在打造高能级城市的台州，新
春里集中绽放着无尽的活力，不仅是疫
情后回归的烟火气。这里，政府发放的
消费券，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撬动作用。

此外，台州人喜新但不厌旧的消
费习惯，也让节日里的城市免于沉

寂。人们乐意走出家门，携家带口，逛
大型商场，购心仪物品，赏悦目风景，
尝美食佳肴……所有这些活动，都活
跃着消费市场，增添了节日喜庆。市
民是一个城市的主体。节日里，人们
只有流动起来，以闲适的心情去领略
城市家园的新貌，去感受生活细节的
变化，才能真切地拥有体验感、获得
感和幸福感，整个城市因此生机盎
然，活力迸发。

逢年过节，一个城市的活力，不只
在于张灯结彩，将行道树也裹上绵密
的节日灯，将街道立面披红挂绿，装点
一新，更在于市场交易的活跃，人们消
费欲望的释放，前提当然是大多数人
的可支配收入“芝麻开花节节高”。

城市能级高，活力不可少。从城
市建设角度看，“面子”和“里子”兼
具，“面子”就是高楼大厦、绿地公园、
通衢大道等“硬件”基础设施，这是活
力之基；“里子”就是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软件”，像形
式多样的购物节、美食节和文体娱活
动，这是活力之源。

活力之城

台传媒记者庞晓栋文/摄
年味是凝结在舌尖上的，寻常食

物在春节也变得寓意深远。随着疫情
防控措施不断优化，近几天，来自全

国各地的游客陆续涌入有“糯叽叽天
堂”之称的台州。人们期待中热闹的
春节场景，正慢慢回归。

1月 23日，正月初二，记者来到
临海紫阳街。“先生，这是取号单，麻

烦后面排队等候几分钟。”当天 10时
30分，紫阳街管老太臭豆腐店内，来
买蛋清羊尾的顾客爆满。多家小吃店
门口同样排着长队，大量游客在紫阳
街享受美食。

来自衢州的陈薇第一次带父母
到台州旅游，来台州的第一件事就是
去紫阳街打卡美食。“台州小吃的品
类好多，口感整体偏甜偏糯，和我们
那边偏辣偏麻不同。像现做现吃的梅
花糕，蓬松软糯，现烤出炉的海苔饼，
饼皮酥脆到掉渣，海苔馅越嚼越香，
还有特色的麦虾，很筋道，长辈很喜
欢吃。”陈薇说，原本怕吃不惯还带了
家乡菜，现在都不用拿出来了。

山西人苏先生在台州工作了 5
年。苏先生一边拎着乌饭麻糍一边

说：“每逢过年，我都会来紫阳街附
近过一把嘴瘾。等下我准备去吃串
炸鱿鱼。”

苏先生说，过去两年由于疫情影
响，他没能回老家。今年他准备买点
特产分享给家人：“台州可以带回家
的东西特别多，老人小孩基本都能
吃，另外还准备了一些海鲜寄回家。”

记者获悉，今年春节，台州府城
将开展多项活动，包括临海好物集
市、千佛井戏台演出、临海大型宋服
文化体验等内容。其中2月5日（正月
十五）晚上，在紫阳街，张家渡菜刀、
陶艺、台州府城西门姜糖制作技艺、
麦秆扇等技艺类项目“齐聚一堂”，临
飞糕点、临海米酒等美食类项目也将
一一呈现。

来紫阳街过嘴瘾来紫阳街过嘴瘾

台传媒记者李寒阳

1月 23日，正月初二，路桥方林
汽车城门庭若市。

“比起去年春节，今年来看车买
车的人流量明显增多，有促销政策和
车企活动双重加持，成交率较此前有
明显提升。”汽车城内销售人员透露。

为进一步激活台州消费潜力，促

进汽车消费市场稳定增长，以“汽车·
嘉年华”为主题的汽车促消费活动于
今年 1月 1日在台州各地开启，截止
日为1月28日，春节假期正处于该促
销政策的“白热化”阶段。

“根据车价不同，消费者可享受
3000元—8000元不等的商超卡券补
贴，活动总金额为 5000万元，现仍有
不少剩余。”台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同样位于路桥的台州F7汽车广

场也迎来不少客流，广场工作人员表
示，无论是大年三十还是正月假期，
他们都有大批员工在岗，为消费者提
供优质的服务。

位于椒江开发大道上的台州领
横汽车4S店内随处可见年货节、促销
政策的宣传海报，销售忙着与意向客

户洽谈。该 4S店总经理张永其表示，
一些客户就趁着有消费券过来挑选
心仪的车型，店内在春节期间推出年
货节活动，就是为了配合促销政策。

各大综合体内，刚刚结束“国补”
的新能源品牌依旧畅销，椒江宝龙城
小鹏汽车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春节前
的购车余热还在延续，虽然结束了“国
补”，但店内的促销力度增大，部分车
型价格比“国补时期”更加便宜，加上
新春佳节，前来挑选的顾客也格外多。

有了春节的预热，今年的汽车市
场有望迎来一波“开门红”。

消费“红包”助车市回暖

台传媒记者王依妮

今年的央视跨年晚会，通过唯美
的镜头、文艺的表达，为全球观众奉
上了一场烙满台州印记的视听盛宴。
全线走高的收视、热度、口碑也带动
了拍摄取景地的人气，乌岩头村就是
其中一个。

1月23日，农历正月初二，记者来
到黄岩宁溪镇乌岩头村，探寻质朴古
村里的浓浓年味。“从黄岩城区开车过
来不远，村里古建筑和民俗博物馆、乌
岩石、呆吧、手工坊等景观星罗棋布，

很适合带着家人短途休闲游。”市民林
先生一家说说笑笑，流连在古色古香
的建筑间，还不忘掏出手机拍照。

当天上午，尽管天空飘着蒙蒙细
雨，还是陆陆续续有不少私家车往村
子的方向驶来，11时左右，周边的停
车场便“一位难求”，晚来的游客只好
将车停在道路一侧。

来自路桥的章馨之驱车一个多小
时来到乌岩头。“今天我们组织了四个
家庭过来玩，小朋友们都很喜欢山野、
喜欢自然，约好等夏天还要再来一次。”

“大部分游客都是周边的，今年春

节是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后的第一个春
节，原本还想着游客分流到全市景区
后，涌入乌岩头的人会减少，没想到生
意好得出乎意料，小院昨日客流量超
5000人次。”乌岩头山水怡庭民宿老
板张剑敏笑着说，民宿从正月初四起
直至假期结束都订满了，十几天前，老
顾客就纷纷打电话预订。

张剑敏经营的民宿由古村中的
一座四合院科学改造，央视节目组
来村里取景时，民宿大厅还被征用
作导演室。如今，小院里欢声笑语，
时不时有游客倚着院内的古树留

影。另一角则支起大锅，“咕噜咕噜”
地炖煮着宁溪特色小吃，顾客围坐
品尝，好不热闹。

“宁溪周边景观具有小而散的特
点，从景区地图来看，以乌岩头为中
心，靠右走可前往柔川和布袋山景
区，中间线路可前往上郑乡的黄岩大
瀑布，再往右是富山。因此很多游客
会在乌岩头住一晚后再前往别的景
区，返程时又再回来吃饭歇脚，许多
在其他景点旅游观光的游客也会来
我们这边逛一逛，特别现在春节期
间，人流量很多。”张剑敏说。

乌岩头：昨日客流量超5000人次

本报讯（记者谷尚辉）全市 14个
国控断面水质均达到年度考核目标，
Ⅰ至Ⅲ类比例 92.9%，较 2021年上升
14.3个百分点；省控以上断面水质Ⅰ
至Ⅲ类比例93.8%，较2021年上升9.4
个百分点。1月19日，记者从市生态环
境局了解到，2022年我市水质改善幅
度全省第一，地表水环境质量实现历
史性转变，有监测以来首次达到优秀。

近年来，台州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发展理念，聚焦重点流域、
重点行业和薄弱环节，强化统筹协调、
改革创新，治出了水清岸美的新面貌。

为实现水清岸绿，台州在全省率先

提出并实施流域共治，邀请国家级专家
团队高起点谋划，挖掘百亿项目系统推
进金清水系综合治理，形成流域统筹、区
域履责、协同共治的一盘棋治水格局。同
时，鼓励特色涉水行业废水集中处理，累
计建成12个覆盖电镀、表面处理、眼镜、
机械、水产、农副产品加工等多行业，服
务1200余家企业和手工作坊的集中处
理设施，不仅有效解决小微企业污水处
理难题，还大大降低企业环保投入、治污
负担，提高小微企业市场竞争力。

水环境质量影响着百姓日常生活的
幸福感、获得感。为修复河湖生态环境，台
州加强江河湖泊保护修复，扎实推进河

湖生态缓冲带划定与生态修复方案编
制，大力实施河流生态修复工程，全面深
化玉环市水生态环境示范试点县建设，
建成两个水生态修复样板工程。

不仅如此，台州还严管严控水环境，
强化自动监测数据分析应用，对水质情
况实行一月一提醒，修订出台地表水水
质“三色预警”机制，将水质月度预警升
级至实时预警，提升精准预警处置能力。

以源头控污为切入点，去年台州
还完成5个镇（街道）、34个工业园区、
29个工业集聚点、204个生活小区“污
水零直排区”建设，全市工业园区“污
水零直排区”建设圆满收官。

水环境质量首次达优

台州去年水质改善幅度全省第一

台传媒记者卢靖愉

色泽灰白、豆香浓郁、久煮不烂、久吃不腻……说的就
是临海白水洋豆腐，刚刚在浙江省“百县千碗”挑战赛中，
从24个豆腐菜品中脱颖而出，夺得“十佳豆腐”之冠。

近日，记者走进临海白水洋镇，试图从“浙江第一豆
腐”解码临海传统技艺的传承之道。

传承——诞生于小作坊的“非遗”
临近年关，白水洋豆腐需求量高涨，镇里各村社的豆

腐坊整天飘着豆香。
“一到节庆，不提早预订还买不到，我们的豆腐好就好

在纯手工，就像磨豆，用石磨磨 3斤豆要 1小时，工厂一般
都用机器，但转速太快会导致营养流失，口感也有影响。”
白水洋乡贤会副秘书长、商会秘书长罗日燕介绍。

当地人对豆腐始终有着一股“讲究劲”，从选豆开始，
褪豆衣、浸豆、磨浆、冲浆、滤浆、煮浆、捞豆皮、点浆，到成
型共10个步骤，每一步都暗藏“门道”。

“豆子晒得怎么样，用牙齿一咬心里就有数了，浸豆的
水温，得根据季节气候灵活变化，点浆的温度掌控全凭手
掌接近液面瞬间的手感。”原来，制作正宗白水洋豆腐的秘
诀就在豆腐匠人身上，他们以时间为轴、以身体为尺，将几
代人传下来的技艺浓缩进每一方热气腾腾的豆腐里。

“当年母亲就是靠做豆腐这门手艺把我们兄弟姐妹拉
扯大的。”正因如此，罗日燕全程参与“非遗”申报工作，还
将自家老宅改造成传承基地，2009年，白水洋豆腐制作技
艺被列入浙江省第三批“非遗”名录。

罗日燕妻子周福娥也作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编
写了《白水洋豆腐制作技艺传承》，现已作为临海成校、中
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的课程教材投入使用。

扬名——“米其林”里的家乡味
“我在深圳也常吃白水洋豆腐，都是白水洋本地人在

那制作的。”刚返乡的罗松剑常年在外经商，想念家乡菜
了，就走进餐馆点上一份。

都说“10万白水洋人5万商”，走南闯北的白水洋商人
不仅足迹遍布全国，同时也将这一口家乡味带往各地。

这块以地域命名的豆腐，还是米其林摘星最多的中餐
品牌新荣记的招牌菜之一，经由高汤精心炖制的白水洋豆腐，吃起来软嫩鲜
滑、滋味饱满。

据说豆腐也有“江湖”，南豆腐细腻滑嫩，北豆腐坚韧有弹性，而白水洋豆
腐各取所长，凭借又嫩又韧的质感，在各大餐厅饭馆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再加上新荣记的“光环”，让这道家常菜成为各路老饕争相品评的特色菜品，名
气也随之打响。

白水洋豆腐的“出圈”，让当地看到传统技艺传承的更多可能性——活态
传承、联名推广。据了解，临海除了积极申报各级“非遗”、推选代表性传承人，还
将5A景区打造成传统文化技艺的展示窗口，先后打造了12个非遗主题展示馆，
开设非遗集市，每逢节庆假期都会举办各类演艺互动活动。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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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温岭城南派出所利用春节景区游客多的契机，深入辖区后岭开
花景区，开展反诈宣传活动，为游客送上反诈“年货”大礼包。

台传媒通讯员王文炜 金云国摄

民警为游客送上反诈民警为游客送上反诈““年货年货””大礼包大礼包

台传媒记者颜 彤文/摄
“这么冷的天快来吃个火锅吧！”

1月23日晚上，尽管已经快9点，黄岩
区天佑城 3楼的火锅店依旧人声鼎
沸，服务员在店门口热情地吆喝着。

不久前，天佑城开业，在这个超过
12万平方米的空间内，美食娱乐、潮流
服饰应有尽有，活动、IP展接连不断，半
个月以来吸引了广大市民前去消费。

在 3 楼过道上，“老北京冰糖葫
芦”柜台前围着许多人，孩子们仔细
地挑选着心仪的葫芦串儿。“就剩这
些了！”店员说，这些天客流量很大，
所以卖得比较快。

同样情况在商场里并不少见，虽

然还没到关店时间，但许多餐饮店已经
卖空了食材。“现在奶茶至少还要等20
分钟。”古茗奶茶店的店员说，“下午的
时候甚至要等上两三个小时。”

记者了解到，各大店铺会趁着过
年加上刚开业的黄金时段，通过发放
消费券、促销活动来吸引客流量。

在天佑城的扶梯上，几位市民显得
有些焦急。“我们那场电影马上要开始
了。”张女士说，“听说这几天光是取票就
要排很久，我们有些担心赶不上场。”

记者跟随他们的步伐进入4楼万
达影城，爆米花香味四溢，一些市民
坐在沙发上等待电影开场。在电影院
一角，一对夫妇正在给他们的女儿拍
照，一家三口笑声不断。

“我家就住在附近，听说这里开
了新商场，趁着过年马上带女儿来玩
了。”陈先生说，“之前去商场的话得

去吾悦广场或者椒江、路桥，现在这
边有了新的综合体，吃饭、休闲娱乐
都方便许多。”

黄岩天佑城升腾腾““烟火气烟火气””

正月初二正月初二，，紫阳街的游客熙熙攘攘紫阳街的游客熙熙攘攘。。

““老北京冰糖葫芦老北京冰糖葫芦””的店员正在做糖葫芦的店员正在做糖葫芦。。

本报讯（记者金 迪 通讯员陈倩
薇 吕琼雅）近日，玉环市清港镇楚北
塘开发专班负责人徐根法再度来到
楚北塘，与百亿级晶科能源产业项目
涉及到的农户召开座谈会。在现场，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解决征迁过程中
涉及到的问题。最终，项目涉及的 17
个村65户村民全部完成签约。

1月3日起，玉环市启动“大走访
大调研大服务大解题”活动，围绕重
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
项目，聚焦助力节后复工、助企纾困
解难、惠企政策帮享等方面，推动经
济冲刺“开门红”。

去年9月，玉环与晶科能源签订
投资协议，百亿项目落户玉环，楚北
塘成为晶科能源的另一个家园，该区
域的开发也迫在眉睫。

“为此，我们成立工作专班，制订
计划、分解任务、挂图作战，积极与所
涉及的村就各自区块的地理位置以
及面积进行初步核对，推动签约工作
顺利完成。”徐根法说。

台州创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
经理程善良也收到好消息，他担心的
设备安置难题得到了解决。

原来，由于玉城街道城市有机更
新项目的需要，创捷机械在春节后面
临拆迁，但新厂房仍在建设中，程善
良联系数月，没谈下合适的地方，几
十台大型生产设备无处安置。

在此次走访中，玉城街道专班组
了解到该事，将其列入“问题清单”。回
去后，经过几日协调，工作人员在玉城
街道小水埠村找到一处合适的闲置空
地，并带着程善良前往查看。“我悬着
的心终于落下来，可以集中精力建新
厂，争取早日投入生产。”程善良说。

为切实解决企业急难愁盼，玉环
积极推行“问题清单、服务清单、项目
清单、生产经营清单”四张清单制度，
各地各部门助企专员深入重点企业
和项目一线“把脉问诊”，摸实情、找
短板、解难题，加速项目推进，助力企
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政企面对面’的关键招，
我们会继续深化这项活动，下阶段建
立复工助企实体化运作机制，确保企
业有所求，我们就有所呼。”玉环市经
信局局长黄德波说。

截至目前，玉环已对 1060家规
上企业实现走访全覆盖。

玉环：送服务强信心
冲刺“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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