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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词形容市民对美好城市生活的感受，我愿用“甘甜”

来形容。它与“苦”相对，与“涩”相反，让“甜”更添一分。

若要以“甘甜”为主题探索黄岩这座城市，官河古道作为打

卡点再恰当不过。

官河，就是古时由官方所建的护城河。在黄岩，它由“一江三

河”组成，即永宁江、东官河、南官河、西江河，总长5.6公里，全线

水系贯通，是历史上重要的生活河道和航运官河。因其周边文化

遗产丰富，孔庙、五洞桥、委羽山大有宫、36街 72巷等历史文物

保护单位沿河镶嵌，故称“官河古道”。

绕城而过，伴城千年。彼时的官河古道，用潺潺清流孕育大

地，见证着黄岩这座城从古至今的的滋润生活；如今的官河古

道，延续千年格局却焕发新生，一幅“连线成片、水清可观、岸绿

可游、街繁可贸”的画卷徐徐铺开。

要问何处寻风光？10大城市形象打卡点均可列入清单——

东官玉带、上河廊桥、橘源桥3个门户形象景点，西江古道、永宁

古渡、官河水街、萃华晨曦4个文化轴线景点，空中酒廊、卷洞听

雨、鹭洲树屋3个古城基地景点，将古城文化、商业文化、书院文

化、滨江文化四个文化核心“连点成片”。

出门即是环城绿带，闲庭信步，着眼之处满眼绿意，不时邂

逅历经千年的历史文化遗迹，一转身又是颇具烟火气息的商业

街巷。

一城一夜一滋味，最是人间烟火色。入夜的官河古道，更有

一番穿越古今的感觉。

夕阳初下，五洞桥纳凉晚集早已人头攒动。市民们徜徉在永

宁河畔的桨声灯影中，品沙埠青瓷、翻簧竹雕、院桥高台狮舞等

非遗好物，尝梅花糕、洋菜糕、乌饭麻糍等传统美食。趁着橘香飘

万里，南来北往的宾客还可听古曲、放橘灯、许心愿，夜生活别有

风味。

此前，五洞桥边的宋韵集体婚礼曾刷屏台州人的朋友圈。在

流光溢彩的江面上，新婚夫妻循古礼、正峨冠、凤冠霞帔，手执团

扇，渡船来，并相继完成拜花堂、新妇却扇、新婿压簪、合卺礼、盟

誓印信等一系列传统婚礼流程，“国潮”幸福感拉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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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靓”起来的官河水街也不甘示弱。这

里有全国第一条户外数字经济元宇宙街

区“官河水街·仙元宇宙”。加上激光水幕捧场、永宁集市出圈，光

影交错之下，开启梦幻之门，带市民遨游于五光十色的街景，感

受台州黄岩历史文化与未来赛博结合的独特感受。

……

两岸清风徐来，街巷人头攒动，甜蜜的笑意写在每一个市民

的脸上。橘乡的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生活的“甘甜”。

除了官河古道焕新带来的全新生机，其实，这份“甘甜”还有

另一底色——“民生优享战略”。

20年来，黄岩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作为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力推进就业、养老、医疗、

住房、教育等民生事业，为民办实事工作考核连续 11年获全市

第一；高楼建筑拔地而起，职教中心、福利中心、医疗中心、残疾

人康复和托养中心等陆续兴建；省教育基本现代化区创成，普惠

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康养联合体探索建设……一桩桩、一件件为

百姓办的民生实事，让市民触手可及“甘甜”滋味。

还有优质共享的公共服务。无论是“平安黄岩”实现十六连

创，还是148个“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星罗棋布，“甘甜”底气

更足了。

行走一条道，看遍一座城。黄岩这座古城的千年蝶变，从始

至终都藏着市民品到的“甘甜”滋味。今天，官河古道为“甘甜”增

一分味，明天，黄岩的千年甜味也将更甜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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