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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和南京都是历史文化名城，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独

具特色的景观风貌和优美的自然环境。

来台州之前，更多是从朋友和同事口中听到关于这座

城市的信息。我曾在南京尝过“台州味道”，沙蒜豆面、黄金

脆带鱼等菜品，都让我印象深刻。台州的小网海鲜，以及屡

屡“摘星”的新荣记等餐厅，让台州菜为人所熟知，也让我对

“台州味道”有很大的期待。

从高铁下来，第一感受是“温暖”。气候温暖，城市也很

温暖。台州的温度比南京高个几度，天气舒适，阳光晴好。这

种温差是一种“温暖如春”的舒适感和亲切感，跟我在南京

时差不多，让人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对我来说，台州是座全新的城市。这次的台州行才刚刚

开始，希望可以在街巷中，去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和城

市风貌，深入感受城市的内在活力，去探寻这座城市民营经

济发达的内生动力。

这次的行程里黄岩博物馆、中国柑橘博览园是我比较

期待的点位，可以充分了解一座城市背后的故事，更加深入

地了解黄岩蜜橘的前世今生，感受这座“甜蜜”城市的历史

传承。

记者 陈佳杰

对“台州味道”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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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黄岩与泉州距离 500多公里，车程约 4小时，不近

不远，但我是第一次来。

出发前两天，我上网做了功课，了解到台州是一座江南

水乡，水穿城过。历史上台州“河网密布、港汊交纵”，水乡风

韵不亚于苏杭，有“走遍苏杭、不如温黄”之说。看完，我向往

不已。

11月20日，我们一行三人终于踏上这片土地。途中，我

们看到城市建设规模、道路交通、绿化环境都非常不错，确

实宜居、宜业、宜养、宜游。

其实，台州与泉州有许多相似之处，两地人口数量相

近，且都是旅游城市、民营经济强市。我还通过《台州晚报》

了解到黄岩是一座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城市，这几年出台了

多项政策助力民营经济发展，通过设立专项投资基金、补助

奖励等引领制造业企业加快数字化改造，激发创新活力，打

造先进产业集群；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我期待通过这次总编行，实地体验黄岩的风采，感受民

营经济“脉搏”如何强劲跃动。也祝愿黄岩今后深入践行“八

八战略”，继续发扬敢闯敢拼、敢想敢干的精神，向高品质城

市迈进，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

记者 陈轶男

江南水乡，心之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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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水城”是台州的一张“金名片”，有水就有灵气，有

灵气就有发展。

这是我第一次来台州，但黄岩蜜橘、天台山云雾茶等台

州元素接触过一些。云雾茶香味独特，蜜橘甘甜，都让我对

此次台州之行颇为期待。

来此之前，我对台州的第一印象是工业发达的“硬气”。

但今天一来，台州的自然景观、文化底蕴让我感受到了这座

宜居城市的“暖”和“甜”。尝到黄岩蜜橘，比以往吃到的更

甜，黄岩这座“甜了千年的城”名副其实。

台州是一座有着浓厚生活气息的城市，沿街的建筑和

人文景观都让人感受到浓厚的生活气息，可以感受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路过来，台州的山和水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天

台的“和合文化”跟济南的“一山一水一圣人”有很大的相似

之处。台州是“制造之都”，此次活动的举办地黄岩又有“模

具之都”的名号，产业布局也跟济南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本次台州行，可以让我们看到台州的风土人情。我也会

借此机会，把看到、听到的台州故事带回济南，以两地媒体

为媒介，拉近南北两座城的距离。 记者 陈佳杰

已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暖”和“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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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来台州，但我认为台州与重庆还是有很

多相似、相通之处。台州被誉为“山海水城”，而重庆也是坐

山望水，素有“山水之城”之称。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两地

人民的品性开放包容，幸福指数很高。

黄岩盛产蜜橘，重庆忠县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中国柑

橘城”，有大如柚子的龙凤柠檬、小比豌豆的“金豆”橘、状若

掌形的“佛手”柑等。相较之下，黄岩蜜橘品相更为精致，甜

度更适中，看得出来黄岩当地具有丰富的种植经验。

此次采风，我比较关注交通这一块。今年《重庆晚报》正

式进入重庆轨道全线网发行，市民在等轻轨等途中就可以

免费看报，到了下一站可以把报纸放回报亭，实现循环利

用。去年台州市域铁路 S1线开通运营，我觉得这方面两地

可以互相交流、借鉴。

不久前，一家主打台州菜的“礼季小馆”开到了重庆，听

说海鲜都是从浙江空运过来的，客流量火爆，鲜甜的东海海

鲜在重庆非常受欢迎。两地都属于旅游城市，希望我们以后

可以在饮食文化、礼仪文化、非遗文化、交通等方面加强交

流。 记者 谢雅婷 本版图片记者杨辉 摄

台州和重庆有很多相似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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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初次踏上台州这片热土，不过已多次听闻台州

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商贸发达。我同学定居台州 30多年，

时常提起“台州因天台山而得名，又向海而生，其间水网纵

横，素来有‘山海水城、和合圣地、制造之都’的美誉”，这话

令我心驰神往，期待来台州探索“共富密码”。

通过《台州晚报》，我了解到本次调研采访活动将围绕

“黄岩，一座甜了千年的城”这一主题，深入挖掘黄岩在“八

八战略”指引下，实现文化“绵甜”、物产“鲜甜”、生态“清

甜”、民生“甘甜”、经济“醇甜”、精神“心甜”的“六甜”成果。

搭乘高铁时，我思考了良久：如何发现黄岩之美？回去

后，如何宣传黄岩，让更多人知道黄岩、来到黄岩。我想出了

一个贴切的主题，就叫“甜蜜的日子在手上”，也指幸福、甜

蜜是靠双手奋斗出来的。

出了台州西站，我率先领略了连片成势的厂房，感受到

了黄岩这座城市的蓬勃与活力。而后，乘车穿梭在各条主干

道，两侧风景令我真切感受到已置身于“江南水乡”。

另外，我还想详细了解台州从“一穷二白”的农业社会

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从“打硬股”“股份制”到如今的

“制造之都”这段艰难曲折且矢志不渝的发展历程。

记者 陈轶男

品味“六甜”，领略“制造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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