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版式：张莉贝 电话:88516886 88516571 邮箱:tzrbxwsd@126.com

2024年9月26日 星期四4 文化

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

国庆佳节，台州各地已精心筹备了
一系列文化活动，将为你的假期增添无
限乐趣与色彩，带着这份全市文化活动
清单，踏上国庆佳节的欢乐之旅吧。

好戏连台迎国庆

国庆假期临近，台州的文化氛围已
然升温。全市多家剧场纷纷以丰富多彩
的演出活动，为市民和游客们献上一场
场视听盛宴，同时也表达了对祖国繁荣
昌盛的衷心祝愿。

温岭大剧院将成为艺术的海洋。主
题展演、音乐会、话剧、戏曲等轮番上演，
为观众打造高品质的艺术享受。

9月 24日至 10月 7日，温岭大剧院
小剧场热闹非凡，十余场惠民活动接连
呈现，温岭文艺团队如九龙湖文化艺术
团、红枫叶合唱团、京剧票友团等，通过
越剧、京剧、合唱等形式，为时代放歌。

台州市第八届民间剧团展演活动正
如火如荼进行，椒江弘艺越剧团、黄岩桔
乡越剧团等台州十大民营越剧团同台竞
技，明星演员荟萃，展现“越美台州”的独
特魅力，活动将持续至9月30日。

国庆期间，温岭大剧院还将推出多
场商业演出，包括《我和我的祖国》经典
传世名曲音乐会、《筝途》王中山古筝音
乐会及沉浸式儿童剧《小黑鱼》，让观众
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

椒江心海天地也将迎来两场音乐
会——潮涌东海台州音乐嘉年华、不一
样的花火演唱会。9月 26日至 27日，顶
级乐队与实力唱将齐聚，为观众带来极
致的视听享受。

黄岩区文体中心亦不逊色，9月 26
日将举办《我的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5周年音乐会。黄岩区风华国
乐团将演奏《龙腾虎跃》《欢乐歌》等经
典曲目。

值得注意的是，演出将首次呈现由
国家一级作曲家周成龙创作改编的黄岩
宁溪大型器乐吹打乐《作铜锣》，带领听
众穿越音乐的时空隧道，感受乡野之乐
的淳朴与美好。

此外，天台县文化中心大剧院将于9
月 26日拉开 2024年“天天大舞台”总决
赛的序幕，17个精彩绝伦的节目轮番上
阵，涵盖多种艺术形式。

感兴趣的观众可关注相关官方平
台，进一步获取最新演出信息。

乐享文化大餐

国庆佳节之际，台州文艺界也将以
多个精彩活动共庆华诞，表达对祖国的
深情。

10月 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5周年主题书法作品展和藏品展，将
分别在黄岩的文笔书院、松溪美术馆开
展。书法家们将以笔墨寄情，用传统艺术
讴歌祖国辉煌。

同时，在朵云书院黄岩店，国庆系列
活动已经准备就绪，汇聚了翻簧竹雕、剪
纸、金漆木雕、火烙画、盆景等民间艺术
瑰宝，还将邀请多位黄岩民间艺术家现
场教学，让市民亲身体验黄岩民俗文化
的独特韵味。

另外，我市各地也策划了多个城市
风物主题展览，以独特视角回顾与展现
城市的变迁与魅力。

接下来，“时光印记·文化三门”书画

摄影展会在三门县文化馆海韵驿站启
幕，主办方将通过笔墨丹青与光影艺
术，勾勒出三门独特的文化底蕴与时代
风貌。

在黄岩区北城街道后庄村文化礼
堂，“那么美好——文化特派员眼中的

‘后庄蝶变’”摄影展正在展出。展览通过
文化特派员镜头语言，记录后庄村的华
丽蜕变，展现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台州市图书馆精
心筹备的“旧城记忆——椒江海门照
片展”，将于 10 月 1 日开展。上百张珍
贵老照片将穿越时空，再现椒江（海
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城市旧貌，用
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书写城市发展
的辉煌历程。

这个假期，市民游客们也可以选择
走进公共文化场馆，参加手工制作、阅读
推广、电影展播等活动。如台州市博物馆
的国庆特辑教育活动，以及台州市图书
馆的国庆讲座，旨在通过多样化的文化
活动，激发市民的爱国情怀与文化热情。

感兴趣的市民，可通过各文化场
馆的官方服务平台，了解更详细的活
动信息。

N种漫游台州的方式

假期漫游台州，有N种打开方式。在
这个黄金周里，各大景区、特色街区推出
各类城市特色体验活动，打造多元化消
费场景。

国庆假期，椒江两大网红打卡街
区——耀达路步行街与葭沚老街，会
让市民领略到不一样的风情。

在“我与祖国同微笑”耀达路国庆活
动中，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将步行街

装点得如诗如画，营造出浓厚的国庆氛
围。创意市集、国潮快闪、动漫巡游等活
动，让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激情碰撞。

而椒江葭沚老街，将在夜幕降临时
分展现另一番迷人景致。在光影中，越
剧、宋韵舞蹈、阁楼听曲与街头民谣交织
成一首首文艺的夜曲。

10月 1日至 7日，方特·狂野大陆主
题乐园将限时上演“国际木偶节”。市民、
游客到方特，不仅可与神奇的巨型木偶
欢乐互动，还能观看多场非遗木偶大戏，
解锁木偶狂欢大巡游等精彩玩法。

国庆期间，台州各地还将举办多场
特色市集，既浪漫又充满烟火气。趁着初
秋的好时光，与家人、朋友一同前往，放
松身心，享受美食吧。

10月 1日至 2日，温岭坞根首推白
鹭·落日市集。以滩涂落日为背景，融合
地道美食及音乐盛宴，为夜生活添上一
抹浪漫。

10月1日至5日，玉环会展中心广场
举办“玉环蟹蟹你”玉海宴美食奇妙夜，
集百县千碗美食原创、艺术周边、手作互
动、非遗文创及台州精品小吃于一体，展
现舌尖上的艺术盛宴。

而台州府城更是七日不间断推出宋
韵市集，打造潮流与古风交融的体验，摊
位尽显生活美学、人文物产与风味美食，
让游客在漫步间沉浸浓厚的宋代风情。

美食嘉年华无疑也是假期不可错过
的精彩。“味美浙江·台州领鲜”第二届台
州精品美食周将在黄岩璀璨登场，美食
周设置了米其林、黑珍珠、百县千碗、“味
美浙江”台州地标美食、星级酒店、精致
餐厅、台州精品小吃等展区。在这里，无
论是追求极致美味的美食家，还是渴望
探索地方风味的游客，都能找到一次难
忘的旅行体验。

国庆假期玩转台州 文旅活动目不暇接
本报讯（记者吴世渊）9月 25日，中国报纸副刊研

究会2024年年会暨“天府无忧谷·康养新汶川”中国文
化记者汶川行主题采访活动，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汶川县举行。来自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光
明日报等全国各地的98位副刊人齐聚一堂。

汶川，因汶水而得名，传说是大禹的故里。汉武帝
时，设汶山郡；西晋时改汶山县，仍为郡治所在；北周
时，始名汶川县，至今有 2200年的郡县史。2008年，汶
川地震，举世震惊。如今，新汶川拔地而起，朝气蓬勃。

年会上，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原副社长刘裕国、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文化副刊部主任邓琼、华西都市报
泛文化新闻部总监曾洁、苏州日报人文副刊编辑中心
总监张利刚、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中国副刊》新媒体
中心总编辑侯军作了分享。他们有的从采编业务角
度，有的从个人见解角度，分享了在新传播格局下，副
刊如何突围的路径和做法。

在为期 2天半的采访中，编辑记者们将前往汶川
神树坪熊猫基地、绵虒镇大禹祭坛等地，感受汶川的
人文历史与当下的美好。

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
年会在汶川举行

台传媒记者林 立

博物馆是城市的名片和窗口。读懂一座城市，从
博物馆开始。

展览，作为博物馆工作的重要职能，是博物馆收
藏、科研、宣教、服务等诸多业务的交汇点，是衡量一
家博物馆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的核心指标。

9月24日下午，由浙江省文物局指导，浙江省博物
馆学会、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主办，台
州市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学会陈列展览专业委员会
联合承办的“青策力量·浙江省博物馆青年策展人研
讨会”在台州举办。国内博物馆领域的专家、学者，来
自全省 40多家博物馆的优秀青年策展人共同参加本
次研讨会。

研讨会设人文历史类、自然科学类、红色革命类3
个展览主题进行路演。来自全省各个博物馆的24位优
秀策展人按照选定的主题，分组上台汇报策展思路、
创意说明、展览大纲和策展方案。浙江省博物馆学会
副理事长、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宪义，学会特聘专
家吴晓力等6位具有丰富经验的策展导师对路演进行
了点评。

台州市博物馆的鲍思羽和临海市博物馆的林姗
姗，作为人文历史类 B 组的成员，与同组的李诗妤
（浙江省博物馆）、赖雪芳（浙江省非遗馆）一起分享
了题为《“和而不同 和合共生”台州和合文化主题
展》，从项目筹备 、策展思考、设计方案、配套服务
等角度，讲述了一个“跨学科之趣，研融合之道”的
多元化展览。

浙江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陈列展览专委会
主任蔡琴作为B组导师，给予组员高度赞誉：“作为台
州当地博物馆的工作者，她们对台州和合文化理解
很深刻，策划的展览通过小而美的角度作为切口，充
满活力。”

研讨会最后，国际博协亚太地区联盟主席、上海
大学教授安来顺总结道：“这次研讨会将博物馆策展
理论和展览策划实践紧密结合，走出了一条新路，这
条路是可操作、可复制的。参与研讨会的优秀青年，用
激情、创意和努力完成了非常优秀的方案。”

台州市博物馆馆长陈靖表示，台博将以承办这场
研讨会为起点，积极推进博物馆策展工作，激励策展
工作深耕，不断提高策展能力、才能，推出更多吸引公
众参观、体验、学习的展览，真正让文物说话，让文物
活起来。

全省优秀青年策展人
齐聚台博大比拼

台传媒通讯员黄晓慧

9月 24日晚，“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庆祝
新中国成立 75周年合唱音乐会在温岭大剧院大剧
场举行。

活动由温岭市总工会、温岭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
育局等单位共同主办，参加演出的是温岭市红枫叶合
唱团的中老年声乐爱好者们。

音乐会分序曲、上篇、下篇、尾声四部分。序曲为
北宋苏轼作词的混声四部合唱《大江东去》，上篇选择
的曲目有混声四部合唱《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混
声四部合唱《飞来的花瓣》、无伴奏混声四部合唱《蒙
古人》和《夜夜的晚夕里梦见》、女声三部合唱《回娘
家》和女声独唱《江山》，下篇的曲目有男声三部合唱
《祖国不会忘记》和混声四部合唱《向往》《越人歌》《莫
尼山》《在水一方》，尾声以一曲混声四部合唱《领航》
结束当晚的演出。

温岭市红枫叶合唱团成立于 2014年 10月，来自
温岭市各行业的近 90位声乐爱好者相聚一起，以“和
声、和气、和谐”为团训，以“美德、美音、美韵”为宗旨，
以服务社会和繁荣文艺为己任，弘扬民族文化，普及
高雅艺术，为推进温岭文化艺术和合唱事业发展作贡
献。该合唱团曾获得浙江省合唱大赛台州分赛区比
赛、温岭市职工合唱大赛金奖，获温岭市“十佳”优秀
文化团队、第三届浙江省合唱节老年组“最佳风采”团
队等荣誉称号，2020年被温岭市委宣传部授予“温岭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红枫叶文艺宣演团”（系温岭唯一
市级宣演团）。

温岭：合唱音乐会
庆祖国华诞

（上接第一版）
我市还不断完善校、县（市、区）、市三

级体育联赛制度，每年市级参赛学生达
5000余人，全市各地开展县、校两级联赛
近千场，参与学生达20万人次。

去年，临海回浦实验中学、回浦中学
分别夺得中国初高中篮球联赛冠军。今年
回浦实验中学再次夺冠，一举打破该赛事

近十年无球队蝉联冠军的历史。市黄二高
学生黄雨婷在杭州亚运会上斩获三块金
牌，并在巴黎奥运会中拿下一金一银。赛
事成果显著。

注重体质监测，提升健康水平
“我们每年都要对全市学生进行两次

视力检测、一次体质健康检测，并把学生

体质测试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中。”市教育局局长阮聪颖说。

我市还利用台州市体质健康平台，建
立全市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数据库，形成
《体质健康抽测报告》，结论供体育老师针
对性地设计体育教学课程，提高体育教学
质量。

学生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家校联手、共

同努力。“学校要通过家长学校、家长会、
布置体育作业等途径夯实学生体质健康
家校共育的协同机制，帮助家长树立‘健
康第一’‘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的理念。”
市教育局安体处负责人朱德怀表示，家长
要关心孩子体质健康状况，像近视、肥胖、
脊柱侧弯等情况要早发现、早就医、早监
控、早矫治。

台州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稳步提升

（上接第一版）

兴“新”向农，激活乡村热土
近日，2023年度中国商业联合会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名单公布，以良军茭白专业
合作社作为试点基地的“茭白全产业链优
质高效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榜
上有名。

近年来，头陀柑橘、红糖、茭白、水蜜
桃等富有地域特色、核心竞争力较强的农
产品脱颖而出，这背后离不开一群有技
术、有情怀的“新农人”。

头陀镇坚持党建引领人才兴农，积极
与浙江省农科院、黄岩区农业农村局、金
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开展合作，打
造“工坊领航+专家护航”兴农模式，联动
研究所、高校与本土专家，推动省力化机

械、“茭白-甲鱼”“茭白-河蟹”套养技术、
茭白种苗繁育新技术等项目落地生根。

“没想到我这个茭农还能当导师。”个
体工商户学院头陀分院挂牌仪式上，良军
茭白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良军收获了“个
体工商户学院导师”这一新身份。

依托分院的建立，头陀镇以镇党群服
务中心为学习主阵地，以高校为阵地枢
纽，打造“30分钟职业技能培训圈”“点单
式”课程套餐，为乡村振兴培育一批善经
营的“农创客”、懂技术的“田秀才”。

同时，建立良军茭白共富基地、红糖
文创园等教学实训点，强化技术赋能“深
度”，变“新农人”为“兴农人”。截至目前，
学院已开课 8次，涵盖农技推广、法律法
规、直播带货等各个领域，累计培训220人
次。

引培齐驱，助推才聚业兴
今年 5月，4位来自加拿大、新加坡等

国家的高端人才，走进头陀浙江三元龙兴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访学访工访窗
口”行动。

头陀镇依托浦汇工业园、爱玛新基地
两大阵地，发挥企业引才聚才主体作用。
今年上半年，申报国家级引才计划3人，培
养高技能人才60人，联合台州科技职业学
院开展“圆桌茶叙话人才”活动，邀请企业
家代表、共富带头人与大学生面对面交
流，深入挖掘头陀籍高素质人才资源，有
针对性地开展招才引智工作。

此外，头陀镇切实做好引才留才后半
篇文章，为外来职工融入当地提供政策保
障，上半年该镇联合镇内中心小学为职工

子女提供小学一年级公办学位40个。
除了引入外部企业，本土产业更是乡

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头陀镇立足自身资源
禀赋，辖区内 24个行政村组建强村公司，
做强乡村特色产业，乡村振兴“领军方阵”
不断壮大。

台州市向上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蔡
锡华是土生土长的头陀人，2015年，他毅
然放弃北京的高薪工作回乡。2016年，投
资百万元改造花园式制糖基地，荣获浙江
省首家红糖 sc认证证书，“头陀红糖”这张
金名片在他手中持续擦亮。

今年，在镇党委牵线搭桥下，集机械
化制糖、红糖衍生品开发、研学体验、直播
带货等功能于一体的古法红糖共富园区
落址头陀老粮站。

此外，该镇以党建聚“链”串联园区和
周边文化阵地，将通过集中收购、统一生
产标准、提升品牌效应等方式，助力红糖
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户增收。

头陀：打开“才聚业兴”新局面

台传媒记者吴世渊/文 杨 辉/摄
9月 21日，“味美浙江·百县千碗”全

省传统文化主题宴席挑战赛在黄岩举行。
这场“浙版”厨神大赛，吸引了全省11

个地市众多厨艺高手参与。他们用美食展
现地方文化，演绎了一场美味与文化味碰
撞的饕餮盛宴。

在裁判员宣布开赛后，厨房里顿时热
火朝天。灶台前，厨师们使出了“十八般武
艺”。有的卤鸭头，有的炸带鱼，有的炖牛

骨，做着代表各自家乡的美食。
代表台州出战的两台宴席，一台“和合

台州宴”，由“浙江烹饪大师”金宝林领衔，
集结了台州各地美食，如沙蒜豆面、白水洋
豆腐、鱼皮馄饨等；另一台“中华橘宴”，是
黄岩特色的美食，有橘仙蒸鸡、橘子慕斯、
长潭胖头鱼等，由黄岩区餐饮协会出品。

当“和合台州宴”的第一道硬菜——
家烧东海黄鱼端上来时，立刻引得评委们
的啧啧称奇。黄鱼翘着尾巴，在金色的汤
底里，如同在翻滚一般。

“大黄鱼的鲜美，不必多说，这个金
汤，是用‘六月黄’螃蟹精心熬制而成，两
者结合，可谓是鲜上加鲜。”金宝林说。

一道道海鲜很快上桌了，有溏心青
膏蟹、黄金带鱼、芋泥望潮等。说起海鲜，
金宝林如数家珍：“都说台州菜好吃，好
在哪？一方面，好在食材，东海的海鲜之
鲜，能傲视全国；另一方面，好在烹饪方
法，台州的‘家烧’，让全国各地的大咖都
来学习。”

家烧，实际是民间的烧法，锅里放点
猪油，加生姜大蒜，给海鲜煎上一煎，喷上
老酒，加点酱油和糖，再加水烹饪。“从我
们多年的实践经验来看，加热水烹煮，相
比于冷水，汤汁会更加浓稠。”金宝林说。

当然，台州不只海鲜。“中华橘宴”就

展示了另一种台州鲜味。橘仙蒸鸡，是黄
岩地道的仙人鸡烧法——用两个铁锅，扣
住一口砂锅，砂锅里蒸宁溪山里的竹园
鸡，保证香味和鲜味不流失。长潭胖头鱼，
选用正宗长潭水库的鱼，用“白烧”的烹饪
方法，鱼肉滑嫩，鲜美无比。

在激烈的角逐中，本届挑战赛评选出
“十佳宴席奖”和 10个“最具人气奖”。其
中，和合台州宴”入围“十佳宴席奖”，“中
华橘宴”获得“最具人气奖”。

黄岩区委常委李友斌表示，本届挑战
赛，旨在以美食宴席为媒介，为各位美食
爱好者搭建一个交流与切磋的平台，展示
一城一味、一地一味的精致菜肴与风土人
情，为浙江美食文化传承、旅游经济增长
注入强劲动力。

“味美浙江·百县千碗”全省传统文化主题宴席挑战赛

台州宴席 大放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