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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程浩/文 特约记者 杨忠华/摄

上个周末，东海半边山举行了一场粉
丝线下回馈活动。网友们在这片冬日的山
海间开启了一段别样的游乐篇章。

快活森林是整个半边山绝佳的观景点
之一。登高望远，山景海景交相辉映，除了
有大片原生态的绿色植被覆盖外，这里还
有一条目前北纬 30度最长的滨海山道滑
坡车道。

本次粉丝团活动就从这项备受粉丝们
期待的新项目———山道滑坡开始。

坐上观光车，穿过弯弯绕绕的盘山小
路，赏一路风景，到达出发点。在这样的美景
下，戴好头盔，握好手刹，坐上滑坡车，依靠
重力加速，沿着山路冲刺，尽享速度与激情。
“哐当哐当”，汽笛轻响、蒸汽升腾，蓝

白相间的小火车缓缓驶来。没有情侣游客
能拒绝小火车。坐上小火车，就彷佛坐上了
灰姑娘的南瓜车。只不过这一次，是和王子
一起。观光小火车从木马广场开出，途径花

海、古镇、草地、林野，驶向芳草连绵的童话
世界。

想要给闺蜜局注入灵魂，那么精致出
片的下午茶当然必不可少。围坐蛋卷桌旁，
坐在月亮椅上品尝精致小点心，看着夕阳
一点点染红天边的云霞，只感觉自己把快
乐尽数拿捏了。

前往伴野星辰大露台吃一顿小火锅，
让跳动的火苗驱走初冬的寒意。虽然都是
第一次见面，但一起吃过火锅，下次见就是
老朋友。

天气虽冷，但篝火的热情不会减退。火
星像萤火虫一样飞舞，给夜色增添无尽浪
漫。放声歌唱吧，牵手起舞吧！不要矜持，要
恣意畅快，要纵情山海。

绚烂的烟花正在一朵朵绽开。我们怀
揣着各自的故事赶来，又将朝着各自的未
来奔去，但此刻，我们共同灿烂。

粉丝回馈活动仍在进行中。跨年前，半
边山景区还有多场线下活动，邀你一同度
过一段浪漫的冬日时光。

半边山邀您共赴冬日浪漫之约

记者 董小滋 通讯员 肖芸芸 文/摄

11月 12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公布 2021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和 2010-2017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监测
合格名单的通知》，推介 254 个乡村为
2021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将 532个乡村
纳入 2010-2017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监
测合格名单。其中，浙江有 12个乡村入选
2021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象山县墙
头镇方家岙村名列其中。

方家岙村位于象山县城西郊，大雷山
脚下。方家岙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有山、
有水、面向大海，自然禀赋独特，人文渊源
深厚。近年来，方家岙村通过充分激活优
质山水资源，建成了集生态观光、休闲度
假、健康养生、农事体验等为一体的旅游景
区村，谱写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新篇章。

进入方家岙村口，你就感受到浓郁的
竹文化，一些上了年纪的民房经过简单的
修葺，自然流露朴素、简约之美。几乎每走
几步，抬头就能发现一家农家客栈。

方家岙村拥有 40多家客栈。村内的
老屋外墙装饰极具设计美感。乡村集市也
颇具古风。每隔几户人家，就有一处打造
得十分精美的洗衣池。农家媳妇们池边洗
衣，更添几分乡间雅韵。

路过方家岙的发展长廊，地上的石头
由村里“一户多宅”拆后老房子的石头铺
就，这里承载着方家岙一代人的记忆。

顺着通村主路往前，来到方家岙山脚，
有一餐厅，取名“登临阁”。老板烧得一手
好菜。餐厅内有可供于团建的大包房，小
伙伴们欢聚一堂，完全容纳得下 50人。登

临阁也有清雅的小包厢，掩映在青山绿水
间，就着风景享美食。几步登上古色古香
的观景亭，谈笑间，临风听鸟鸣。餐厅对面
的烧烤区也是登临阁夫妇俩所经营，也可
选择烧烤，带上朋友们吃得热闹又开心。

饭后，去往方家岙水库走一走。视野
一下子豁然开朗，满眼的绿呈现在眼前，明
媚的阳光洒向湖面，波光粼粼的湖面中有
青山的镜像，时光仿佛开始静谧起来。此
时，卸下都市的疲惫，身心便会放松下来。
沿着山路攀登寻找水库的源头，可以在不
经意间发现更多的美景。亲水栈道、生态
长廊、观景平台等点缀其间。

你若有兴趣，还能来一波刺激的七彩
滑道，在山水之间，迎着风向前冲。方家岙
村新开设的“市外桃源”儿童游乐场吸引了
一大群大人小朋友们前来打卡。游乐场共
有网红小火车、“坑爹”过山车、360°旋转
自行车、喊泉等 9个游乐项目，适合儿童、
亲子人群游玩。

方家岙游步道通往石鼓岭古道。古道
颇受户外运动爱好者和游客的青睐。走完
古道后，可在清风茶舍小憩，品茶聊天。清
风茶舍，经常会吸引国外的友人慕名而来。

晚饭可在欧家大院就餐。欧家大院由
原小学旧址改造而成，男女主人一生痴迷
于古家具，投入了毕生的心血，打造了一处
中式住宅，将祖先留下来的物质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了下来。

在欧家大院可以品尝到极具特色的
“墙头十六碗”，所有菜品都是由土灶烧制
而成。晚饭后是看方家岙夜景的好辰光。
方家岙村文旅融合周末剧场，也深受村民
和游客的喜爱。

老屋古道 山水美食 亲子乐园

方家岙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古韵悠悠青草巷 享受一段慢时光

记者 董小滋 文/摄

吃吃喝喝逛市集，看看戏剧淘淘宝，
再来一杯青草冻。11月 20日，在青草巷
举行的 2021象山文旅消费季现场，28个
非遗摊位一字排开，各种非遗手作、老底
子老传统、文创潮品悉数亮相，青草巷里
古韵流芳，市民游客纷至沓来。

下午 2时左右，青草巷主街道上就陆
陆续续摆上了各种非遗展示展销摊位。夹
沙糕、米馒头、捣麻糍等点心摊位早早拉
开架势。蒸米的蒸米，揉粉的揉粉，升腾
起一股股带有米香的腾腾热气。白色热雾
弥漫中，文旅消费季的热火劲儿一下就上
来了。做糖画的小姐姐冒着热气的糖浆刚
煮开，一股甜香就疯狂在四下散开，直往
游客鼻子里钻。小朋友最爱吃糖，哪里能
忍住？不多时，小姐姐摊前就围满了一圈
人。待锅里糖水咕嘟咕嘟沸腾，小姐姐就
用小铜勺轻舀一瓢糖浆，熟练地在边缘抖
掉多余糖汁，然后在一块干净的板上开始
做糖画。以前逛糖画摊，做糖画的多是带
着围裙笑容可掬的老爷爷，这么年轻的小
姐姐做糖画还是第一次见。只见她手腕轻
转，糖汁如细丝一般垂直流下。随着她手
指用力，动作上下穿梭，一条栩栩如生的
“金龙糖”神奇地呈现在围观群众眼前。
一勺糖汁从头到尾没有间断，整个过程流
畅熟练，一气呵成。稍待冷却，一个小女
孩欢欢喜喜拿着金龙糖，只轻轻舔一口，

热热的糖汁在舌尖瞬间融化，幸福的滋味
让刚降温的冬天也变得暖和起来。

走过糖画摊，再往前两步，拨开袅袅
娜娜的热气和层层叠叠的人群，只见一个
精壮的大爷正抡起捣杵重重砸在一团碧绿
面团中。一个阿姨手上抹水，趁着捣杵还
未落下的空挡快速翻转面团。这一幕对象
山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每年清明时节的
必备节目之一———捣麻糍。没见过这项活
动的人初次见了总有一种在看表演的错
觉。捣麻糍的大爷脸上攒着劲，看准时机
有节奏的捶打面团，抡杵要有劲，捶面要
精准，揉面团的阿姨表情放松，手速灵
活，动作要快，翻转要到位。他们这技术
全在这手上的方寸之间见长短。看客们个
个饶有兴致，像是围观一场卖艺杂耍，又
暗暗替两位在心里使着劲。待面团软糯度
刚好时迅速起臼，在满是松花粉的圆桌上
铺开，用擀面杖四面擀平，切条分装，热
腾腾的麻糍现场出炉。有人当场买上两
条，趁着热乎咬上一口，虽热得烫嘴，但
软糯、清香，吃完后唇齿留香。

这边捣麻糍、手工糖画、鱼丸、夹沙
糕、米馒头摊位热气滚滚，甜香四溢，那
边非遗手作同样游人如织。草木染、海仁
竹雕、绣花鞋、竹编、泥金彩漆，每个摊
位各显神通，精致手作令人啧啧称奇。

在非遗百工坊，一群小朋友和大朋友
正在进行亲子手工植物扎染活动。草木染
非遗传承人白海亚以活泼生动的语言详细

的讲述了草木扎染技巧、为大家面对面、
手把手教学。大家对这一传统又独特的染
色工艺有了一定了解后都纷纷跃跃欲试。
在白海亚的指导以及非遗保护志愿者们的
协助下，经过扎结、浸染、晾晒等一系列
步骤后，不一会，一块块带有蓝底白花图
案的布料就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古色古
香，多姿多彩，煞是美丽。还带有一股淡
淡的植物清香呢！孩子们和家长们望着自
己亲手制作完成的作品，大家脸上洋溢着
愉悦和自豪之情。

每一双都纯手工编织的绣花鞋，用
藤编而成，即使光脚穿鞋也没有异味，
舒适柔软、十分爽脚。竹编的主人用一
双巧手，用竹笋叶编出猫头鹰、用细小
竹条、篾片编出盘发器、风铃挂件、龙
虾、小竹篓等精巧物件，精致美观，令
人叹为观止。

夜幕降临，远远地便听到一阵悦耳的
琴笛合奏，跟着贴心的指示牌，听着声
音，寻找过去古筝、竹笛、二胡。这是属
于中华民族特有的音乐，是历史长河中留
下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游人畅游在民乐的
海洋中，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声音。不远处
的凉亭中，老艺术家们一句句戏曲从他们
口中传出，击打进我们的心房。

人来人往的巷子中，看风景的人也成
了他人眼中的风景。古老的巷子向各个方
向延伸着。时间在这里静静地流不淌。青
草巷似乎隐藏着秘密等待着你去不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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