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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的“心甜”，来自永宁幸
福中心的打造。

从黄岩永宁公园往南漫步，
景观桥附近的一座建筑，保准会
吸引你的注意力——白色球体形
状，通体用玻璃打造，造型大气独
特，整个建筑与周边的水体、树木
景观浑然一体。

这 里 是 黄 岩 永 宁 幸 福 科 学
馆，今年 3 月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
学院与黄岩区委区政府共同打造
的城市大型公共服务设施，也是
全国首家积极心理学指导下的科
普体验及综合服务场馆。目前，
该馆已定期向市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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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是幸福的味道。而“甜”，
亦是黄岩的特色。这份甜，她从
历史中走来，是当下百姓真实感
受，更是未来创造幸福持续动能。

晨报记者解锁台州（黄岩）的幸福密码

这是一座甜了千年的城每 一
座 城 市 都
有 其 独 特
的 文 化 特
色。那么，
千 年 永 宁
的 最 大 特
色 是 什
么？

11 月
21 日 至 11
月22日，全
国 晚 报 社
长 总 编 看
台 州（ 黄
岩）融媒体
调 研 采 访
活动举行，
开 展 为 期
两 天 的 采
风活动。

初 到
黄岩，本报
记 者 漫 步
官 河 古
道 ，看 到
鹭 洲 树 屋
处“ 黄 岩 ，
一 座 甜 了
千 年 的
城 ”的 城
市 标 语 ，
有些不解，
于 是 带 着
这 个 疑 问
开 启 解 谜
之路。

□ 许言

绵
甜

文脉绵长的历史底蕴
黄岩的“绵甜”，来自文脉绵长的历

史底蕴。
这一方山水形胜之地，孕育了千年

宋风雅韵，也不断酝酿出人文历史的“绵
甜”。倘若细品，其中承载着珍贵记忆与
厚重历史，也深藏着宋韵文化的底色。

2015 年，黄岩窑沙埠窑址群被台州

市列为海上丝绸之路两大遗迹之一。黄
岩窑对研究中国青瓷史具有重要价值，
是“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有机
组成部分。

此 外 ，黄 岩 自 古 人 文 荟 萃 、文 风 鼎
盛、人才辈出。自唐以来，黄岩出过进士
287人。

鲜
甜

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

黄岩的“鲜甜”，来自瓜果飘香的丰
饶物产。

黄岩蜜橘是“世界蜜橘之源”，至今
已有 1700 多年的栽培历史。作为黄岩的

“千年品牌”，它是黄岩人心中的第一甜，
是千百年来留在橘乡人民乃至国人舌尖
味蕾上的永恒记忆。

每到春天，一朵朵橘花在春风中怒
放，芳香满橘城。秋来时，橘树上一颗颗
沉甸甸的金果子就成了黄岩人的“共享

甜品”。黄岩蜜橘不单单是积淀着黄岩
人情感的文化符号，也是促进黄岩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的“王牌”产业之一。

今 年 ，黄 岩 柑 橘 种 植 面 积 约 5.4 万
亩，预计总产量达 6.5 万吨，销售产值达
4 亿 多 元 ，亩 均 产 量 有 望 比 去 年 增 加
10%。近年来，更多被赋予了文化味的
精 品 蜜 橘 实 现 了 种 植 科 技 化 、产 业 文
化 化 。 在 黄 岩 ，一 颗 蜜 橘 富 裕一方百
姓。

清
甜黄岩的“清甜”，来自山清水秀的自

然生态。
“八八战略”实施以来，黄岩始终牢

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全力推进
“五水共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完成
控断面消劣任务，全面完成“污水零直排
区”建设、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工程，连
续三年夺得全省治水最高奖“大禹鼎”。
2018 年，黄岩还成为全国首个“中国气候
生态区”。

多年来，黄岩把生态建设作为关键
路径，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翻看黄岩生态文明建设的“成绩单”，一
幅青绿画卷徐徐铺开：

2018 年，成为全国首个“中国气候生
态区”；西部山区森林覆盖率达 70%以上；
2022 年空气清新度高达 98.3%……

黄岩处处是景，处处如画，这里的人
们也在不断感受着良好生态环境带来的
获得感、幸福感。

甘
甜

共享和乐的民生画卷

永宁幸福中心的打造心
甜

黄岩的“甘甜”，来自共享和乐的民
生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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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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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 了 官 河 古 道 焕 新 带 来 的 全 新 生
机 ，黄 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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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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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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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勃发的民营经济醇
甜

黄岩的“醇甜”，来自活力勃发
的民营经济。

黄岩自古就有“浙东财赋地”
一说。汉魏以降，黄岩就是重要的
物流商埠、对外贸易的要地、海上
丝绸之路的节点。

最近 20 年来，黄岩以“工业强
区”为重点，以“腾笼换鸟、凤凰涅
槃”攻坚行动为主线，建成了智能
模具小镇、建立黄岩“模具（塑料）
产业大脑”和浙东南智算中心，永
宁江科创带、台州梦创园、黄岩研
创中心和官河古道元宇宙街区；办
起永宁凤凰学院、设计创新中心；
模具、塑料、电动车等主导产业不
断发展壮大，智能制造、新材料、生
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力推进，连续
11 年 跻 身 全 国 综 合 实 力 百 强 区 。
2022 年 ，黄 岩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实 现
612.08 亿 元 ，比 2002 年 增 长
660.06%。

创新源泉，一直在黄岩经济发
展脉络中涌现。黄岩以“母亲河”
永宁江为轴，打造了“永宁江科创
带”，引育人才、赋能企业，有机串
联和融合两岸长期积累的基础，持
续提升科创能级，推动区域经济发
展。

瓜果飘香的丰饶物产

采访团参观乌岩头村

黄岩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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