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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文 杨 辉/摄
5月 10日至 12日，“追着阳光去台州”

上海·台州美食文旅市集在上海地标打卡
点东方明珠举办。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组织全市 20家文旅企业，为上海市
民带来了一场集美食、美景、美物于一体的
文化盛宴。

传统小吃、特色美食、文创非遗……伴
随着集市开始，20家摊位各具特色的热闹，
不仅“烟火气”十足，还带有浓浓的“台州味”
和“时尚潮”。

沉浸式打卡

此次台州市集以“追着阳光去台州”为
主题，全面展示了台州的雄奇山海、人文和
合以及台州菜的至鲜至美。

市集上，市民和游客可以选购文创产
品、参观精选线路、参与互动打卡抽奖等
活动。在这里，人们品尝台州美食，体味山
海风情，沉浸式感受台州的和合文化，现
场更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拍照留念的新潮
打卡地。

此次市集设在东方明珠繁华地带，活动
从当天下午持续到晚上，精彩迭出。游客们
自在地穿梭于各个摊位，尽情领略台州的文
化魅力和美食风情。

其间，台州风物摄影展在东方明珠塔的
4.2米城市环廊区域精彩亮相，作为和合文
化的重要发祥地，台州山海风光秀丽，吸引
无数市民和游客驻足欣赏。

市集舞台接连举办椒江、临海、温岭、玉
环四场文旅推介会。椒江大陈岛、台州府城、
温岭的石塘和长屿硐天等重点景区，以及当
地鲜甜的特色美食，成为推介亮点。

温岭长屿硐天景区特邀宝藏乐队现场
表演，将岩洞音乐带到现场。乐队演奏了
《铁血丹心》《中华和韵》等歌曲，为观众奉
上视听盛宴。台州府城则上演了花鼓新韵
等国潮节目，将现场氛围推向新的高潮。活
动现场还设置了盖章打卡抽奖、消费券发
放等环节，为市民们提供了沉浸式的感官
互动体验。

上海市民小卢曾探访过神仙居和天
台山，深深领略了台州的山川之美。这次
通过文旅推介会，他又对台州的大海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并表示：“旅游攻略得赶紧
做起来了。”

食尚风潮

近年来，台州菜作为文旅流
量密码，也飘香申城。市集活动
中，台州“糯叽叽、鲜嗒嗒、甜蜜
蜜”的美食文化成为最大亮点，吸
引众多市民和游客的目光。

在爱德烤卤的摊位前，香气四
溢的卤味吸引食客驻足品尝。沙埠豆
腐干则以细腻的口感和独特的豆香赢得
了众多好评。文旦精酿、小稠枇杷露和杨梅
汁等特色饮品摊位前更是人头攒动，这些
将台州特色鲜果转化为美味饮品的创意产
品，深受大家喜爱。“这里有各色美食，也有
各种有意思的文创产品。”逛了一圈，上海
市民张萧手上已经拎了不少吃食。

鲜美的海鲜制品、Q弹的牛腱肉、酸甜
可口的文旦果汁……来自广州的廖阿姨把
美食尝了个遍。她告诉记者，她正打算下一

站自驾游去浙江，现场就被台州优美的山海
风光，以及丰富的美食吸引，“我们一定会去
游玩一下。”

临海西门糖店的摊位，聚集了众多试
吃、购买的食客。作为西门糖店的招牌产品，
姜糖和姜粉以独特的口感和品质，吸引了无
数上海消费者的目光。

去年，店主周保卫就带着产品参加台
州·上海美食推介活动。那次活动现场带来
可观的销量，更令他惊喜的是，回到台州一
段时间后，微信下单量剧增。

品尝到流量红利的他，今年积极报名
文旅市集。“上海是我们的主要客源地之
一，这次文旅市集，相信会有许多收获。”

亮眼文创

除了美食，台州的非遗传承人
也积极参与文创产品的展示与
销售。他们通过匠心技艺和包
装技巧，为旅游商品注入地
方色彩。如釸歌手作、壹朵文
化等非遗文创产品，气韵生
动，令人赞叹。

在祁门家秀的摊位上，
陈列着一系列精美的真皮手
工制作抱枕靠垫、家居
用品以及挂件配饰，
这些产品以大象、
犀牛、狐狸等动
物 形 象 为 设 计
灵感，充满趣味
和创意。

摊 主 祁 巧
明说：“我们提
供相当优惠的折
扣，回馈上海的市
民朋友，让大家能够
享受到高品质的手工
艺品。”

作为一位 80后设计师，祁巧明曾从事
布艺公仔外贸生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
源。近年来，她敏锐地洞察到文旅市场的巨
大潜力，成立三门祁门家秀工艺品有限公
司，推出的“动物”和“海洋”两大系列产品，
凭借精美的设计和精湛的工艺，深受年轻消
费者的喜爱。他们也充分考虑到旅游便携性
的需求，设计了多种规格的产品，方便游客
购买携带。

祁巧明还提到，近年来，各类
文创产品、旅游商

品 的 优 秀
展示

平台越来越
多。未来，她
将继续致力于
产品的研发和
创新，不断提升
产品品质和文化
内涵，让更多的人了
解和喜爱祁门家秀的
产品。

90后“农二代”齐宇鹏，2017年开始从
事黄精种植加工。黄精是天台县中药材种植
的重要品种，采用传统古法制作，每公斤售
价150元至250元。

去年，齐宇鹏推出了黄精桃酥。这种
新颖的组合不仅保留了黄精的药用价
值，还赋予桃酥独特的口感和风味，“价
格定位在 15 元一包，相较于传统黄精更
为实惠。”

热衷推广

不少摊主通过参加文旅市集活动，
拓宽了产品销路，也增强了推广家乡产
品的信心。

夜色渐深，龙凤酒店的摊位越来越热
闹。卤味的香气在夜空中飘荡，吸引食

客前来品尝。
80 后酒店老板屠建敏忙

得不亦乐乎，一边翻动着锅
中的沙埠豆腐干，一边与
食客们交流着，分享着美
食的快乐。

沙埠豆腐干为何广受
好评？屠建敏介绍：“家乡的
农产品本身就有着优良品

质，经过精心挑选和加工，制
作出的豆腐干口感韧性十足、

嚼劲十足，每一口都散发着浓郁的
豆香味。顾客反响特别好，都说吃了
还想吃。”

这几年，屠建敏带着沙埠菜
头、芋头等乡土菜肴，参加浙江省
首届乡村美食大会技艺比赛等赛
事，为家乡的农产品卖力吆喝。

每次活动现场，嘉宾和游客的
热情总是出乎屠建敏的意料。
“一出锅就被抢购一空。原本预

备了一整天的量，半天就卖完了。”屠建
敏回忆。多次美食大赛的经历，给了屠建
敏把家乡美食推向更广阔市场的信心，

“希望通过推广台州美食的活动，能让更
多的人了解台州。”

路桥白曲酒酿造技艺历经 150年的岁
月沉淀，其独特之处不仅在于精湛的酿造工
艺，更在于独家酒曲——由 60多味中药精
心配制而成，赋予独特风味。

如此珍贵的技艺，发展一度滞后。路桥
白曲酒酿造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梁进深知，
酒香需要被更多人知晓和欣赏。这种技艺传

承与市场推广并重的理念，正是他
努力将路桥白曲酒文化推广出

去的动力所在。
梁进积极申请区

级非遗项目，希望通
过官方的认可和支
持，进一步提升路
桥白曲酒的知名
度和文化价值。
同时，他积极参
加各类文旅展
销平台，将路桥
白曲酒带到更
多人的视野中。
通过这些平台，
他不仅向消费者

展示白曲酒的独特
魅力和文化内涵，还

与业内人士和合作伙
伴建立联系，寻求更多的

合作机会和市场拓展空间。

一场美食市集的双向奔赴

台传媒记者元 萌

每年的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由
国际博物馆协会于1977年发起并创立。今
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致力于
教育和研究”，博物馆这所“大学校”，已经
成为广大市民的“第二课堂”。

你有多久没逛博物馆了？不如趁着这
个专属于博物馆的节日，感受台州各地博
物馆带来的乐趣。

馆校合作，打造最潮“文物秀”

记者提前了解到，5月 18日上午，台
州市博物馆、台州市艺术设计学校共同举
办的“文物‘台’精彩‘艺’术创未来”活
动，将精彩上演。

“这是今年博物馆响应‘教育和研究’
主题，深化馆校合作机制的新尝试。”台州
市博物馆宣教部主任项超英表示。

活动现场，“‘与古为新’台州市博物馆
首届文物创意大赛”获奖作品将亮相。据介
绍，本届大赛以“文创新潮 文物新生”为主
题，作品形式包含手绘类、平面作品类、产品
设计类等，旨在深入发掘台州市博物馆馆藏
文化资源，用精彩文物讲述台州故事，以文
创将历史气息与当今生活紧密相连。

现场也将为台州市博物馆优秀志愿
者颁奖，并举办台州市博物馆文物和 IP资
源授权仪式及馆校合作授牌仪式。

活动当天，在台州市博物馆内，融合
文物妆造主题秀、民乐、茶艺、剑舞、朗诵
的演出更是好戏连台。一楼文创商店内，
全市各县（市、区）博物馆的文创集中展
示，市民还可以前来打卡各地文物章。

当天在市博物馆外，将设 8个市集摊
位，为市民提供玻璃雕刻体验、橡皮章雕
刻体验、泥塑体验、簪花制作、文创美甲制
作、柴爿码体验等，“如文创美甲，都是由
台州市艺术设计学校学生，结合馆内文物
设计亲手制作的，创意满满。”项超英说。

国际博物馆日，逛展也不失为一个好
选择。踵事增华——台博首届新入藏文物

特展，遴选了 122件（套）文物精品进行集
中展示；释道金像——北郊堂藏中原造像
集萃展，共展出中原造像精品138尊（组），
与台州和合文化相得益彰。

县（市、区）活动，寓教于乐

国际博物馆日前后，台州各县（市、
区）博物馆也推出了精彩纷呈的活动。

5月 12日，临海市博物馆吸引小朋友
们走近馆藏，探寻文物中的科学原理。馆藏
的宋末元初龙泉窑青釉瓷公道杯，属于国
家一级文物，是古代汉族饮酒用瓷制品。以
该文物为引，馆方举办了一场公道杯“解
密”活动，探寻物理学虹吸实验的奥秘。

5月 18日上午，临海市博物馆将联合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妙语绘言”宣
讲团，推出“宋韵临海·绘见文明”大系宣
讲，宣讲内容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绘画
表达及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介绍。

当日，市民还可穿着宋制服饰、新中
式或者马面裙等，来临海市博物馆二楼体
验仿宋簪花；或是来体验一把“留贤桥”模
型制作，了解郑虔在台州府首创官学的历
史故事。

展览“不器：金文名品、徐天进书作走
进临海”，展出珍贵青铜器文物18件，其中
不乏国宝级文物。展期截至5月19日，还未
观展的市民朋友若有兴趣，得抓紧前往了。

5月 19日，温岭市博物馆邀请宁波市
天一阁博物院书画器物研究所主任刘晓峰
作“海棠依旧——李清照的金石姻缘与藏
古之趣”讲座，将从李清照古物收藏的缘
起、所藏古物的散佚以及《金石录》的影响
三个方面，揭示其不为常人所知的一面。

讲座结束后，主讲人将带领大家亲自
体验拓印，感受墨拓流芳的神奇。

黄岩博物馆推出“格物致知·518黄博
游园会”。活动当天，在“领卡处”领取“通关
文牒”，即可参与套圈、投壶、蹴鞠、踢毽子、
击鼓夹花生等传统游戏，有机会赢取漆扇等
文创奖品。从5月1日至8月1日，“见龙——
龙文化展”在黄岩博物馆一楼特展厅展出。

国际博物馆日，好戏连“台”

台传媒记者陈伟华

飞龙有韵，诗墨飘香。5月 15日，在路
桥区文化馆，“放怀湖山”飞龙湖主题诗词
联赋书法展，一场视觉与文化的盛宴，吸
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

飞龙湖的湖光山色、四季变换，是市
民游客心中的诗与远方。80首诗词歌赋、
60幅书法作品，或雄浑有力，或清秀雅致，
表达了我市文艺家对飞龙湖生态区的热
爱与赞美之情。

亮相于展厅的作品《飞龙湖》，以小篆
字帖来书写主题，凝练的线条体现自然气
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飞龙湖生态区的秀
丽风光。对联作品《花开·风剪》，对仗工整，
平仄协调。作者用奔放、轻快的笔触，表达
飞龙湖花海芳田的自然景色；行草书的线
条，体现了作者向往湖光山色的随性。

诗词与书法，一者言志、一者抒情，二
者相互辉映，互为表里。展览中，女诗人徐
吉鸿与书法家郑聪宾将诗词创作与书法
艺术相结合，展现出飞龙湖的别样风情。

“飞龙湖，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于
江南水乡，景致如画，美不胜收。我用诗词
联赋这种形式，描绘飞龙湖的美景，抒发
对自然与人文的热爱。”徐吉鸿说，在她的
诗词中，有对飞龙湖山水的细腻描绘，还
有对历史文化的深入挖掘。

飞龙湖生态区景观多样别致，还有“五
马回朝”的传说、“埠头堂”的古老记忆、“凉
溪”的清幽静谧，狮子山、古戏台、白石关……
这些历史人文元素，在徐吉鸿的笔下焕发出
新的生机。她还将方国珍、严蕊等历史名人的
故事巧妙地融入诗词，使得她的创作烙印着
路桥的地域特色和文化气息。

郑聪宾则以书法形式为这些诗词联赋
添彩。他送展的书法作品，既有古人风韵，
又不失现代气息，每一笔、每一划，都凝聚
着他对艺术的热爱，对文化的尊重。在他的
笔下，徐吉鸿的诗词联赋得到完美诠释。

据悉，该展览由路桥区文广旅体局、
路桥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路桥
区文联、路桥区飞龙湖生态区建设发展中
心主办，至6月6日结束。

“放怀湖山”飞龙湖主题诗词联赋书法展

书香墨韵飘逸江南水乡

55月月1515日下午日下午，，游客参观释道金像游客参观释道金像———北郊堂藏中原造像集萃展—北郊堂藏中原造像集萃展。。 杨杨 辉辉摄摄

台博首届新入藏文物特展遴选了台博首届新入藏文物特展遴选了122122件件（（套套））文物精品进行集中展示文物精品进行集中展示。。 杨杨 辉辉摄摄

台州风物摄影展在东方明珠塔的4.2米城市环廊区域精彩亮相。 台州美食文旅市集在上海地标打卡点东方明珠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