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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张 怡

10月3日，为期3天的“鲜甜三门 鲜飨健跳”三门
健跳海鲜美食嘉年华落下帷幕。该活动包含“三鲜”美
食市集、超级海鲜大拼盘、海鲜运动会等，吸引大批游
客前往。

健跳镇山海相依、肥田沃野，104平方公里的广袤
海域孕育出丰饶的海洋物产，如青蟹、望潮、跳跳鱼等，
被誉为“小海鲜之乡”。今年，该镇将改善城镇风貌与发
展文旅产业有机结合，建设独具“老码头”记忆的“小海
鲜一条街”，招引“巡鲜”小海鲜排档、“渔府”饭店、逅海
酒吧等多元业态，打造集美食体验、休闲打卡、夜间游
览等功能于一体的文旅新地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健跳镇深入推进以人为
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以城
镇功能提升吸引人口集聚，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化发
展的新路子。

人居环境日新月异
“房前屋后整洁了，道路平整开阔了，连电线杆上

的小广告都被清理了。”说起近些年村里环境变化，南
野村党委委员黄道进打开了话匣子。

去年以来，健跳镇投入1800余万元，坚持“拆建美
富”相结合，打响全域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推动乡村
风貌整体跃升。截至目前，全镇累计消除问题点位1792
个，拆除违建、老旧危房等 68929平方米，盘活土地 12
万平方米，审批宅基地218宗，建成“共富柚一村”美丽
乡村精品示范区、健跳美丽田园精品片区等。

说起南野村人气最旺的地方，当属由荒地改造成
的，集休闲健身、文化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口袋公园。
不过，最近刚刚完成砌石工程，加装了护栏与太阳能路
灯的河边游步道大有赶超趋势。

“人居环境整治，干净整洁是基础目标，美丽宜居
是最终目标。”黄道进介绍，目前，该村已消除“脏乱差”
点位88个，建成景观墙、凉亭、绿道等。

在南野村，许多村民的房前屋后都摆着一盆盆玫
瑰花，这不单单是用来装饰环境的，更是村民的“致富
花”。“要想吸引年轻人回村，环境好还不够，关键靠产
业。”南野村驻村干部柯江奎说。

今年，南野村与台州学院、台州天君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校企地”合作，利
用村里闲置土地和村民房前屋后的闲置空间，以“集体地栽＋庭院盆栽”模式
种植“墨红”玫瑰，预计每年带动村集体增收30万元，村民每户增收5000元。

城镇设施不断完善
位于三核村的里峙水库，是三门核电工程建设者们的“后花园”。每天晚

上，都有大批人来此散步。
今年 3月，三核村启动里峙水库环湖旅游景观绿道项目建设，修整堤坝，

安装路灯，铺设长2.1公里、宽1.5米的塑胶跑道。
三核村为何花费大力气修建绿道？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只是其一，看中工程

建设者这一庞大群体蕴藏着的巨大消费潜力则是其二。
“有上万人参与三门核电建设，修建绿道，是为了将更多人吸引过来。”三

核村村委会副主任叶邦本说，待绿道完工后，该村还将发挥作为三门核电帮扶
村的优势，建设垂钓中心、农家乐、农产品展厅、智能蔬菜大棚，将人流量转化
为消费增量。

城镇更新，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今年以来，健跳镇实施“城镇更
新3.0”行动，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当前，小海鲜一条街、集镇区“白改黑”提
升工程、绿色矿山小镇等项目都在有条不紊推进中。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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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聆听）中央气象
台10月4日凌晨5时对台风“山陀儿”
停止编号，我市沿海天气逐渐好转，
水上客运航线陆续恢复运行，海岛景
区陆续对外开放。

今年第 18号台风“山陀儿”10月
4日凌晨2时，在台湾省屏东县境内减
弱为热带气压，且强度持续减弱，当
天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

10月4日，椒江旅游票务有限公司
在大陈旅游票务公众号发布公告，10月
5日起，椒江至大陈航线恢复通航，上下
大陈交通4日下午已恢复正常。记者从
台州海事等相关部门了解到，受“山陀

儿”影响的8条营运客渡运航线，从4日
下午起陆续复航，部分关停的海岛旅
游，将于5日起全部对外开放。

随着台风对东海海域影响减弱，
4日下午，舟山、宁波等地在港避风的
渔船正式解禁，允许出海捕捞，沿海
各港口也陆续恢复生产作业。记者从
市海洋经济发展局了解到，我市也将
于 5日全面解禁在港避风渔船，恢复
渔船出海捕捞作业。

为确保此前在台州避风的渔船、
商船有序出港，海事部门在保障重点
民生物资优先进港的前提下，统筹安
排其他船舶进港计划，组织商渔船舶

错峰出行，防止碰撞事故发生。同时，
在温岭、路桥、三门等商渔船集中出港
水域，落实全过程动态管控举措，组织
人员现场值守巡航，全力保障海上交
通安全。

“山陀儿”远离，不等于危险解除。
10月4日16时50分，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黄色预警，受冷空气和台风残
余环流共同影响，未来 24小时，临海
市、温岭市、天台县等部分地区地质灾
害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相关县
市要密切关注雨量情况，做好地质灾
害防范工作，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山陀儿”停止编号

我市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台传媒记者王佳丽

要想在国庆期间偶遇应佳妮，
得去第二届台州精品美食周现场，
她和她的小伙伴们正热火朝天地向
游客们售卖自创小吃“台州鲍款鸡
翅”。忙碌的生意间隙，在账号为“台
州大食堂（四喜版）”抖音平台上，应
佳妮更新了最新一期主题为“美食
周攻略”的视频。

90后应佳妮，经营着自己美食
和电商品牌，也是一名旅游博主。进
入她的抖音账号首页，犹如翻开一
本有关台州的旅游宝典或美食指
南，跟着她的攻略，可以随时开启一
场说走就走的城市之旅。

“我们从2019年开始运营抖音账
号，当时是以美食纪录片的形式，拍
摄和宣传台州各地美食，也收获了一
定的关注。”应佳妮介绍，“后来账号

停了一段时间，今年开始，启动‘台州
旅游推荐’策划，带着大家去逛台州
那些好玩有趣的地方。其中我们做了

‘台州赶集’系列，集市是最具乡土特
色和市井气息的地方，我们想通过集
市分享，让大家看到台州的更多面。”

408个视频，22.5万粉丝，应佳
妮在做这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上，获得
的意义不止于此，“一方面，这些视频
让更多人认识了我和我的团队；另一

方面，我们的初衷，是希望更多人知
晓台州的美食美景，我们也会奔着这
个目标坚持下去。另外，对我而言，每
次拍摄，都是在重新认识台州这座城
市，都是一次新的体验，在和不同的
人、美食、景点的相遇中汲取力量。”

对应佳妮来说，台州海鲜是必吃
的，大排档是最有灵魂的，温岭嵌糕
是糯叽叽代表，集市上的鸡蛋麻糍是
最有味道的。而关于短途出行，她推
荐去台州的海边，比如大陈岛，“我基
本上每年都会去一趟大陈岛，那里的
海鲜真的鲜掉眉毛，那里的落日是独
一份的美，那里的垦荒精神可以鼓舞
迷茫的年轻人，最重要的是，它每年
都在变化，让人感到充满生命力。”

爱旅游、爱美食的斜杠青年

应佳妮：台州文旅“野生推荐官”

台传媒记者葛佳宁

10月 4日，临海紫阳街，人潮汹
涌。上海游客小敏提着乌饭麻糍，回到

“三抚一宅”民宿，将热闹关在了门外。
民宿毗邻城墙下，每户院落都坐

落在紫阳街的幽深老巷内，圈得了一
隅悠闲。“三抚一宅”有800多平方米，
共有10户，每户均是叠层 loft，独立庭
院，舒适与私密度并存。同时，民宿还
提供免费代购海苔饼服务，离店前游
客还能获得一份临海特色伴手礼。

“让我觉得宾至如归。”这是小敏选
择这家民宿的原因。今年国庆假期，“三
抚一宅”在假期前一周便已经订满。

如今的人们选择民宿，不再以

夜里休憩为主要目的，他们向往更
高端独特的度假体验。

“希望民宿能让游客体验古城韵
味。”这就是民宿主人郑羽良开设民宿的
理念。他祖籍临海，生长于北京。2018年，
郑羽良在保护古城墙的前提下，巧用空
间实施改造工程，打造出独具一格的民
宿——“三抚一宅”。民宿一经推出，便深
受江浙沪年轻游客的喜爱，郑羽良的民
宿品牌也逐渐拥有了不少拥趸。

“我的民宿团队很年轻，一共28
人，年龄大多在20岁至29岁左右。”郑
羽良介绍，年轻血液能精准把握民宿未
来发展的方向。在古城历史文化的加持
下，“三抚一宅”被省文旅厅评为“白金
民宿”，古城文化研学交流会、唐诗之路

禅文化交流会等活动先后在此举行。
如今，郑羽良的第三家民宿“羽

山集”正在建设中，就在巾山下，年
底开业。“抬头就是地标性的巾山双

塔，推窗便赏梅花与山水，可讲的故
事也多。”郑羽良说，希望以民宿为
媒介，让更多的外地游客发现巾山
这一临海的“宝藏景点”。

让游客体验古城韵味

郑羽良郑羽良：：用民宿讲好本地故事用民宿讲好本地故事

台传媒通讯员王丽娜

“现在我们开始制作五角星，先
把这团黄色的粉压成一个圆，再用
我们的工具去微调五个角的细节。”
10月 4日，在天台首家非遗文化主
题餐厅——印象天台里，“捏糕花”
非遗传承人刘存昶正引导体验者一
步步“捏糕花”。

国庆期间，天台迎四面八方来
客，在赏山玩水品美食之余，众多好
吃、好玩、好体验的非遗主题活动，
更丰富了游客的天台记忆。

这次非遗体验活动的目标，是
制作一幅以“国庆”为主题的“捏糕
花”作品，体验者们需要在一个小
时内，将各色粉团“捏”成一面五星
红旗与数朵颜色鲜艳的小花，最后

用毛笔在花蕊处写上“欢度国庆”
四字。

在讲解制作技巧与手法后，大
家纷纷拿起面前的粉团，捏、搓、揉、
刻、划……各种工具轮番上场，经过
数次练习尝试，大家的动作逐渐变
得灵活熟练。不多时，一面迎风飘扬
的红旗跃然眼前，数朵颜色鲜艳的
小花则“绽放”于红旗之下。

“之前有了解过，以‘捏糕花’的
形式来庆祝国庆，很有意义，也很开
心。”非遗爱好者洪怡对自己的作品
十分满意。00后周娅第一次体验这
项非遗技艺，她说：“这对我来说非
常新奇，我会珍惜这次的作品，拿回
家后好好保存起来。”

这场别开生面的体验活动，让市
民游客与传统民俗文化有了近距离
互动，也将非遗“捏”进了百姓的日常
生活，刘存昶告诉笔者，为了让更多
人看到并了解“糕花”，他在餐厅内设
置了“捏糕花”作品展示区。客流高峰
期时，他也会进行现场表演，邀请感
兴趣的游客一起参与体验。

与传统民俗文化近距离互动

捏朵“糕花”送祖国

郑羽良郑羽良（（右一右一））与羽山集建设团队核对装修事宜与羽山集建设团队核对装修事宜。。（（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台传媒通讯员罗星宇
台传媒记者葛星星

“快点！福星阁那边的非遗水上
火壶表演开始了。”10月3日，返乡大
学生戴子渊带大学好友来到路桥十
里长街感受水乡风情，“之前在网上
刷到火壶演出，这次终于现场见了一
回，非常震撼！”

据监测系统显示，国庆节当天，十

里长街人流量达到131689人次，不少
年轻人将来台州的“第一站”定在这
里，给老街带来更旺的人气和烟火气。

古今结合：城市与青年
的“双向奔赴”

“廿五间宋韵共富市集开业了，
有好多特色美食、非遗技艺、国潮手
作，感觉老街变年轻了。”老街居民刘
君琴感叹道。

2020年，路桥区启动十里长街振
兴工程，通过党建引领、多元参与，完
成街景立面整治、保护区修缮和商铺
统一返租，并融入年轻化的新潮元素。

“万家灯火·十里团圆”“国风奇
妙夜·十里嘉年华”“激情十里·梦想
起航”……一批批新潮元素的引入，
为十里长街注入新鲜的血液。千年古
街焕然一新，成为年轻人都爱的宝藏
打卡地。

业态聚合：新奇青创店铺
“落地生根”

姜汤火锅、掐丝珐琅、漫游基
地……国庆假期，不少年轻人来十里
长街探店。

“姜九作”姜汤火锅店人头攒动。
“除了路桥，还有哪里能尝到这么有
特色的姜汤火锅呀。”前来打卡创意
美食的市民林丽晶颇感惊喜。

“爸妈做姜汤面做了 30多年，希
望能在长街把姜文化传承下去，做台
州人自己的火锅。”2023年，创业青年
王志伟将“姜九作”开在了十里长街大
商圈，台州人独有的“辣呵呵”情怀，让

“姜九作”生意火爆。（下转第四版）

国庆当天游客超13.8万人次

路桥十里长街何以再青春

台传媒记者陈 敏

10月 4日，台州·甘孜美食交流
活动在黄岩区餐饮协会举行。此次活
动搭建起一座连接的桥梁，让两种风
格迥异却同样令人着迷的美食在此
交汇、融合。

四川甘孜州是台州对口帮扶地
区，拥有牦牛肉、黑虎掌菌、松茸菇、
小香菇等优质原生态食材资源，而台
州菜讲究原味，对食材的要求很高，
两地之间优势形成互补。

“这次我们以甘孜州和台州的食
材做一桌融合菜，将菌菇融入到台州
的鲜哒哒、甜蜜蜜、糯叽叽中。”黄岩
区餐饮协会会长王以洲表示。现场，
黄岩的“土菜”沙埠芋头、长潭鱼头搭
配甘孜的菌菇，经由王以洲及其餐饮
协会团队精湛的烹饪技艺，变成了一

道道美味佳肴。
“我们这道鲍汁香菇选用的就是

新龙小香菇，香菇鲜味十足，品质很
好。”黄岩区餐饮协会厨师罗师傅赞
叹道。而对于甘孜的牦牛肉，罗师傅
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牦牛肉肉质很
嫩，煮熟后很有嚼劲。”

“未来，台州菜文化研究会与黄
岩区餐饮协会将持续推广甘孜州的
特色食材，让这些来自高原的美味
食材走进台州各家酒店。”王以洲
说。这些来自高原的食材，不仅为台
州菜增添新的风味特色，更促进了

“台甘”两地饮食文化的交往、交流
与交融，同时在“台甘”帮扶工作中
发挥积极作用。

10月 1日-6日，第二届台州精
品美食周四川甘孜馆火热展销中，有
需求的市民可以前往选购。

台州菜有了新“孜”味
对口支援在行动

10月4日，在椒江葭沚老街，国家
级非遗台州乱弹演出吸引了许多游
客观看。国庆假期，台州乱弹在葭沚
老街安排了多场演出，另有葭沚寻游
记、绝技绝活等演出，让游客们一饱
眼福。

台传媒记者牟永选摄

乐享非遗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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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通讯员徐 倩

10月 4日，国庆假期过半，天台
县赭溪老街依然火爆。熙熙攘攘的
人群、精彩绝伦的活动、琳琅满目的
商品、热气腾腾的美食，尽显人间烟
火气。游客置身其中，感受着街区古
色与现代交融、传统与创新并存的
独特风貌。

晚上7时许，赭溪老街的长月阁
楼上，四名年轻人身着古装，却戴着
墨镜，温婉的国风之外还增添一分
酷酷的“摇滚风”。他们或弹琴，或跳

舞，用颇具现代审美的“新中式”艺
术形式演绎流行音乐，吸引了众多
市民驻足观看，人群中掌声连连、喝
彩声阵阵。

本地游客朱崇博是在校大学
生：“每次来赭溪老街都有新体验。
这次刚好赶上国庆，活动很多，整体
氛围非常热闹。”看到溪上打铁花，
朱崇博很激动，“我以前只在手机上
看到过打铁花，没想到现实中场面
会是那么绚烂。”

游客小陈是宁波人，趁着放假和同
学坐高铁来天台游玩。（下转第二版）

国庆期间赭溪老街火爆出圈

日均客流10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