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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游台州
有趣青年

台传媒记者元 萌/文 杨 辉/摄
正值秋高气爽的时节，虽然层林尽染、叠

翠流金之景尚未完全出现在眼前，但初秋的山
野，也别有一番风情，等待你的发现。

秋日的台州，适宜登高。在这座山海之城，
你可以登临城市的制高点，俯瞰日与夜的交替
流动，或是奔赴山与海的尽头，感受云端漫步，
手摘星辰的快意，也可以漫游秋意渐浓的古
道，丈量脚下悠长的历史。

奔赴山海

在台州，最不缺的就是山海。但只有亲自登
上山顶，才更能理解何为山的灵气与海的大气。

在素有“东方好望角”之称的温岭石塘登高，
成为了一种被越来越多人发掘的“隐藏玩法”。

在这里，亲近山海的方式多种多样。在清
晨的第一缕曙光中，抵临背山靠海的石塘半岛
滨海绿道，全程近8公里的绿道，你可以选择徒
步或坐上观光车，一路且歌且行，将曼妙的山
海盛景尽收眼底。

登上与绿道相连的对戒观景平台，大海、
石屋与沙滩等山海美景一览无余。高处的海风
似乎也更清爽，偶有自由飞过天际的海鸟，打
断你漂浮在此情此景中的思绪。

待到傍晚，游客的浪潮渐渐散去，正是登
上麒麟山顶、俯瞰小箬村全景的最佳时刻。上
山的入口，在天后宫旁的一条小路，在当地热
心村民的指引下，循着石阶一路爬升，大致半
小时不到就能登上山顶的观景平台。

登上山顶，远处的大海波光粼粼，渔船在
浮光跃金的水面，如同枕戈待旦的士兵，静静
蛰伏在石塘半岛的港湾里。落日余晖下的七彩
小箬村，成了童话中才会出现的糖果屋，显得
尤为动人。在光影交织中，碰撞出夕阳与色彩
的协奏曲。

水桶岙环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户外爱好
者，成为海岛徒步的热门地标。沿途经过港口、
渔村、沙滩、礁石等丰富景观，带来上山下海的
别样乐趣。

从三门县城驱车前往，大约半小时车程，
就能到达浦坝港镇仙岩村。有台州“海天胜境”
之誉的仙岩洞，如玉屏般耸立在一座小山上，
放眼望去，巍峨的巨石与连绵的青山构成了天
然的画卷。

沿着石阶拾级而上，15分钟左右便能抵达
仙岩洞的观景平台。“丹室辟洞天仙踪犹在，忠
祠崇福地正气长存”，走进一看，竟别有洞天，
洞内为纪念文天祥建造的文信国公大忠祠，似
乎在静静倾诉着一段历史。

相传文天祥还曾航海游历临海桃渚，经过
武坑峰林时，留下了“海山仙子国，邂逅寄孤

蓬。万象画图里，千崖玉界中”的赞誉。
武坑峰林以奇峰怪石而闻名。这里崖壁奇

绝，洞窟广布，大大小小的峰岩石景，形态万
千。见过了武坑峰林，也算读懂了大自然的神
奇。武坑的山并不高，路也不陡，沿着连绵的山
脊逶迤前行，你能领略到充满野趣的武坑八
景，原来无限风光不只在险峰，不必远方，也可
以领会“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妙趣。

漫游古道

礼佛国清寺、问道桐柏宫、撞钟高明寺、听
瀑石梁、赏秋华顶、洗心琼台……霞客古道将
天台山的景点串联成线，沿着当年徐霞客游历
的行迹，漫步群山间的古道，你能最直观地感
受到天台的秋意。

志在烟霞、客游天下的徐霞客称得上是
中国第一代“驴友”，他将《徐霞客游记》的开
篇献给了天台山，一生三度重游。跟着徐霞
客漫游霞客古道，追寻当年的行迹，仿佛能
感受到当年“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苍梧”
的壮志豪情。

趁天气晴好，来天台沉浸式感受“国清的
松、塔头的风、万年的柱、高明的钟”，赴一场沉
浸式禅修之旅。从国清寺出发，沿着老天北线
徒步前行，远眺山谷，有寺庙隐现，山风松涛
间，感受超然物外的宁静，在这一刻，只觉得心
同流水，陶然忘机。

临海的茶辽古道，是宋代以来温台通往绍
杭的官道，已有千年历史，古道上的石砌步道，
至今仍保持着古时形态。

茶辽，也称茶寮，是个海拔近300米的高山
村。村里遍地茶树，农闲时当地村民会泡壶茶，
坐下来聊天，也给古道上赶路的人提供茶水，给
他们提供一个歇脚的地方，茶寮也由此得名。

到了深秋时节，茶辽古道沿途的水杉红枫
如同油画般绚丽，秋色在一草一木之间渲染开
来，江南徒步赏秋，别有一番风味。

见证过昔日繁华的古道，承载了无尽的历
史记忆。在台州，义城古道、公盂古道、南黄古
道等，各有各的风情。等到深秋时节，层林尽
染，漫山红遍，古道的美等待更多人的涉足。

登高望远

在城市里，不必远方，也可以纵享“一览众
山小”的登高之乐。椒江的白云山、枫山、太平
山、温岭的五龙山、临海的台州府城墙等都是
不错的选择。

登上白云山的入口与路线可供选择的有
很多，从不同的地方上山，就像是打开一只只
不同的盲盒，解锁的是沿途不同的风景与体
验。其中，从星星广场入口上山，是最为常规的
一条路线。

循着石阶而上，大口呼吸着丛林绿道间的
新鲜空气，感受脚下的坡度逐渐变陡。往下望
去，马路上的行人已经越来越远，逐渐消失在
视野中。白云山不高，走了大概一刻钟，就到达
了白云阁脚下。

“一钟一鼎一阁”，是这里的特色。阁自然
指的是白云阁，鼎指的是阁前的四方白云鼎，
而钟就藏在主阁东面的云中亭中，铜钟上镌刻
的《白云阁记》，记录着白云阁的建造始末。

白云山不在高，但自有它独特的灵气。从
上山到下山，再加上游览一圈白云阁，大概只
需要一个多钟头。白云山云中绿道二期工程预
计在本月底对外开放，市民在城市里就能漫步
云端，看云舒霞卷。

“雄镇东南”的台州府城墙东起揽胜门，沿
北固山山脊逶迤至烟霞阁，于山岩陡峭间直抵
灵江东岸，延伸至巾山西麓，依山就势，在北部
最为险峻，向南逐渐低缓。从揽胜门出发，拾级
而上，沿着城墙信步驻足，所行之处，“尽揽湖
山共一城”。

白云楼，是台州府城墙的最高点。周边岚
气时生，白云时出，四季山色空濛。在此可东
览新城风貌，西赏古城风光。都说不到长城
非好汉，登上了这“江南长城”，也算是做了
一回好汉。

近期在天台山景区试运营的琼台天梯，也
让爬“自动挡”的山成为了现实。琼台天梯的开
通，将天台山大瀑布与琼台仙谷景区串联成
线，让登山这件事，也变得科技感满满。

游客搭乘琼台天梯前，先进入琼台仙谷景
区，经过八仙湖再行至登云台，就能看到进入
天梯的隧道口。乘坐天梯时，仿佛置身于穿越
时空的隧道，两旁的石壁融合声光电元素，述
说着琼台仙谷的传说。

原本需要走一个多小时的上山路，搭乘天
梯仅需半分钟就能轻松登顶。从天梯出来便是
位于琼台仙谷山顶的黄帝祭坛景点，站在山
巅，清风拂面，“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
台去”的快意豪情，瞬间有了实感。

登高，是为了享受沿途的风景，也是为了
收获看风景时的心境。择个好时日，去高处赏
赏风景，换换心情吧！

秋日登高 不必远方

本报讯（记者诸葛晨晨）9月 19日，为期四
天的 2024台州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于台州国
际博览中心盛大启幕。

展览荟萃蔚来、理想、比亚迪等新能源汽
车领军品牌，宝马、宾利、保时捷、奔驰等一线
燃油车巨头，以及众多汽车配件行业的龙头企
业。活动吸引了来自巴基斯坦、越南、马来西亚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机构与企业代表，预
计专业观众超4万人次。

借着这场盛会的东风，台州馆以“追着阳
光去台州”为主题惊艳亮相，通过多个维度向
海内外宾客展示“山海台州”的魅力。

占地 120 平方米的主题场馆巧妙融入
宋韵美学，绘制出一幅风雅台州的绚丽画
卷。步入馆内，“浙东唐诗之路·目的地之
旅”等特色文旅线路与台州风物照片墙交
相辉映，让现场观众在旅游产品中体验文
化要素。

玉环风物等各类独具特色的台州非遗文
创产品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台州文旅 IP
形象阳阳与大、小和合的周边产品，以其独特
创意和亲和力深受大家喜爱。

现场更设有抚琴、焚香、插花、品茗等传统
艺术展演和快闪盖章、文创盲盒抽奖等互动活
动，引领参观者在探馆期间，体验一场古今交
融的文化探索之旅，也让“追着阳光去台州”文
旅形象愈加丰满灵动。

台州文旅闪耀2024台州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

台传媒记者彭 洁

8月，天台山首届歌唱大赛
火热开场。齐宇鹏报名参加了，
并用一首自己作词编曲的天台
方言说唱作品《我要去派对》燃
爆舞台。

“123再到 4，天台山的Hip-
Hop我再讲一次，街头来的街头
人，肯定吃过街头炒年糕……但
是大人的生活有点辛苦，他们要
照顾家里人挣钱找门路，就让我
用这首歌来提供一点保护，放松
的权力是我们最大的宝物。我要
去派对，我要去派对……”亲切
的天台话、充满态度的歌词、明
朗的声线以及松弛的表演状态，
让齐宇鹏在这场比赛中收获了
铜奖，随着现场视频的传播，在
网络上也获得了不小的关注。

其实，32岁的他，还有另一
个身份。

事业

齐宇鹏的另一个身份，是种
植黄精的新农人，他还给自己取
了个应景的网名，叫“黄精王子”。

人杰地灵的天台，有铁皮石
斛、乌药、黄精三棵仙草。其中，
天台人食用黄精历史已久，黄精

“九蒸九晒”的加工技艺也一直
被传承延续。齐宇鹏的父亲，最
初在天台经营着一家名为弘鑫
的黄精家庭农场。

2014年，齐宇鹏从广告专业
毕业，开始在杭州的一家电子商
务公司上班。2017年，因为“在杭
州上班并没有赚到什么钱”，他
有了回天台的想法。“那时刚好
也是我父亲人生中第三次创业
的开端，他逐年加大黄精产业的
投入，我们从一家小小的家庭农
场逐渐成长为有限公司。”家乡
灿烂的一切似乎都在向他招手，
于是，离开杭州，齐宇鹏回到了
天台，并在父亲的影响下，从事
黄精制作相关的农创事业。

“最初我主要做出纳、做账、
送货、业务员等基础性工作，一
做就是三年。”有了一定经验的
积累后，齐宇鹏正式走上从手敲
键盘的办公人员到脚踩泥土的
新农人、成为“黄精王子”的路。

“开始我们没有什么经验，
前期走了很多弯路，交了很多学
费，单单在种植基地的选址上，
我们就连着换了四个地方。”黄
精娇贵，喜欢生长在土壤肥沃、
水分充足、荫蔽且透光性充足的
林缘，所以齐宇鹏常常要往山林
走。有一次，山林浸透在前一夜
的雨水中，他开着车，轮胎陷在
了湿软的泥土里，只得等着紧急
救援……“现在回想起来，觉得
还是蛮有意思的”。

走在创业路上，冲破荆棘，播
下种子，便会开花。作为一名新农
人，齐宇鹏边学边闯，为天台的黄
精产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黄精存在着种植生长周期
较长、人工种植成本较高等问
题，在石梁镇茅蓬基种子园黄
精基地，齐宇鹏进行了茶地套
种黄精试验、黄精不同用量追
肥试验、黄精不同种根茎大小
与种植密度试验、黄精不同年
份的种茎种植试验、黄精不同
种源种植试验等等，漫长的时
间 里 ，他 成 功 试 验 出 套 种 模
式，让黄精的品质与产量都有

了提升。
2020年，浙江九正堂黄精有

限公司成立，年轻的齐宇鹏成为
负责人之一。他勇于尝试、大胆
创新，让公司成为天台首家通过
即食黄精、黄精茶、黄精丸、黄
精膏等全系列产品生产认证的
标准化黄精加工企业。

“种植黄精的人工成本非常
高，我们一年的人工支出就超过
一百万了。村里的叔叔阿姨、大爷
大妈不用微信钱包或手机银行，
都是用现金来结算工资的，所以
每次我都要提前一天去银行取现
金，一万元一打的现金，沉甸甸
的。我还记得第一次去取钱的时
候特别害怕弄丢。第二天，回村里
把钱一笔一笔发给他们，看到大
家领钱的时候笑得那么开心，我
觉得，我跟我父亲做的这个事，还
是挺有意义的。”

在齐宇鹏的眼里，黄精可以
和许多食物融合，再变成一种新
的美食。早前，九正堂推出了黄
精桃酥，颇受欢迎。在刚刚过去
的中秋节，又推出了一款黄精月
饼，就是将黄精切碎了加入百果
或海苔味的月饼馅儿里，再通过
一系列工序，成就出一枚香甜的
黄精月饼。

生活

“我喜欢街舞和说唱，这已经
是我生活的一部分。”齐宇鹏说。

“我在空闲的时间，就会和
朋友们跳跳舞，参加街舞比赛；
写写歌，做一些说唱音乐。这次
参加天台唱歌比赛，主要也是为
了给天台黄精这株仙草做做宣
传、打打广告，没想到能靠自己
写的这几首天台方言说唱一直
走到了决赛，还拿了铜奖的好成
绩，这是一段非常美妙的经历，
我很开心，玩得也很过瘾。”

齐宇鹏其实还有一个身份
——俄罗斯女婿。没错，他的妻子
玛丽亚是一位金发碧眼、身材高
挑的俄罗斯女子。

玛丽亚热爱旅行，到中国旅
游时，沉醉在糅合了都市繁华和
江南风情的上海，有了定居打算
的玛丽亚后来到天台成了一名外
教。“我们是在天台认识的，那天
晚上我去他们学校跳街舞，就这
么遇上了。”

相识相知相爱。如今，在事业

上，玛丽亚和齐宇鹏“形成了一个
非常好的互补”。“她是一个注重
细节和计划的人，现在深度参与
我的短视频拍摄以及公司产品的
包装设计工作。”齐宇鹏说。

在两人拍摄的短视频中，
搞笑与爱意是交织存在的主
题，很有意思。

在“高情商翻译”系列短视频
中，玛丽亚的爸爸妈妈用俄语发
出提问，齐宇鹏用中文作答，精通
俄语与中文的玛丽亚从中翻译。

“爸爸妈妈问，中国的彩礼是
怎么一回事？”

“彩礼是结婚的时候，男方给
女方的钱。”

玛丽亚翻译：“彩礼就是结婚
的时候，女方给男方的钱。”

“什么？为什么要给他钱？又
给女儿又给钱，不可能，绝对不可
能。”

玛丽亚翻译：“爸爸妈妈说，
他们不要彩礼。”

“爸爸妈妈真好，谢谢爸爸妈
妈！”

玛丽亚翻译：“他说，他不要
你们的彩礼。”

双方握手，笑成一团。

“黄精王子”齐宇鹏的
快乐人生哲学

本文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齐宇鹏（前排右）参加天台
山首届歌唱大赛并获奖。

温岭石塘 台传媒记者元萌/摄

天台石梁飞瀑 三门仙岩洞 椒江白云山

台州府城墙与巾山

在台州府城墙漫步别有一番意境。

玛丽亚（左）和齐宇鹏（右）一
起推广自家公司的黄精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