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舌尖之旅 诗意康养

三门：跨越山海品鲜甜

这段时间，来三门的游客肉

眼可见地多了起来。除了品鲜，

远道而来的客人还喜欢在山间、

茶园逗留，只为吸上一口新鲜空

气。

“三门是全国首个气候康养

县，这里气候宜人，温和湿润，最

适宜老年人来此康养休闲，享受

静谧度假时光。”三门县文化和

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戴峥表示，

三门是长三角湾区康养旅游的

绝佳目的地，气候禀赋、生态环

境、气候舒适性、气候康养等方

面指标的优良率为 94%，综合评

定等级为优。综合来看，三门县

具有良好的气候生态康养

优势，是老年人出行的不二

之选。

在“千洞奇岛”蛇蟠岛休

闲避暑，在栖心谷森林秘谷

看星空日出，在三门农博园感

受归园田居的惬意生活，在潘

家小镇、东屏古村、海上田园摄

影小镇返璞归真⋯⋯游客所到

之处皆是诗情画意。

三 门 还 有“ 浙 江 红 旗 第 一

飘”亭旁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芹

溪村、围垦纪念馆等，在康养度

假的同时，还可以开启一段红色

记忆之旅。敢为天下“鲜”

“夏天到了，想带着外公外

婆尝尝美味的海鲜。”前不久，26
岁的汪女士在网上搜寻适合全

家出游的地点，几番周折，终觅

得三门大美湾区这块理想之地。

汪女士记得，到达三门的第

一顿晚饭就是海鲜，餐桌上，青

蟹口感纯正、肉质鲜嫩，三门缢

蛏最是原汁原味，跳跳鱼、望潮

不停刺激味蕾⋯⋯让平时饭量

不大的外婆也多尝了几口，两位

老人家边吃边夸，回味良久。

品鲜，就要敢为天下“鲜”。

这些年来，三门县极力发展具有

当地特色的康养文旅产业，围绕

“中国鲜甜港城”建设，积极推动

文化旅游和疗休养交流合作，依

托资源优势，将“鲜甜”作为主要

康养特色，成为贯穿全县康养文

旅产业的核心力量，形成多元鲜

甜、资源共生、美食共荣的发展

格局，有效放大了“鲜甜三门”品

牌知名度。

三门是全国首个气候康养县,
近年来，我们极力发展具有三门特

色的康养文旅产业。以海湾、山

川、乡村、红色文化等康养文旅资

源为依托，在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引

领下，形成多元鲜甜资源共生、多

样鲜甜美食共荣的发展格局。

目前，三门康养文旅产业正

处于不断融合发展、转型提升、联

动突破的发展进程之中，并将迎来

新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在三门

湾湾区旅游发展推动下，不断提升

三门海湾康养旅游资源开发，做强

蛇蟠岛康养主题特色，推进蛇蟠岛

古村石屋素食康养园、蛇蟠岛洞窟

酒店等项目建设，让游客尤其是老

年游客在康养旅游时拥有更加多

元化、多样性的体验。

对于乡村游、田园游，老年朋

友往往情有独钟。基于此，三门将

以优秀的乡村、山野、田园资源为

基础，共筑古色、绿色、蓝色、红色、

彩色的五色乡村特色圈，推进潘家

小镇和红色芹溪村板块再开发、再

繁荣，让三门乡村休闲康养体验更

具竞争力和吸引力。

近年来，三门鲜甜海鲜特色

不断凸显。下一步，我们将不断擦

亮三门小海鲜康养旅游金名片，推

动小海鲜美食创新丰富，重点凸显

三门小海鲜全季全天候不断档特

色，持续打造三门青蟹、跳跳鱼、缢

蛏、望潮、牡蛎、对虾等小海鲜知名

度，让游客深切感受“鲜到极致便

是甜”的鲜甜体验，真正留下“三门

归去不知味”的美食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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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玩 /

第一站：蛇蟠岛

位置：三门县蛇蟠乡黄泥

洞村。

简介：千洞奇岛，鲜美蛇

蟠，岛上气候宜人，风光旖旎岩

洞纵横交错。

出行：自驾或跟团形式。

第二站：栖心谷

位置：三门县沙柳街道板

障山村。

简介：森林茂密、秀石林

立、飞瀑层叠，有着百花、百果、

百草，有心景更有心境。

出行：自驾或跟团形式。

第三站：潘家小镇

位置：三门县横渡镇岩下

潘村。

简介：中国最美村镇、浙东

绿肺之美称，小桥流水、明清古

街，景区有着特色民宿有本土

特色农家小吃，适合老年人康

养居住和体验。

出行：自驾或跟团形式。

见习记者 乐美真

走进台州市三门县海润

街道涛头村，一处处养殖塘连

方成块、波光粼粼，近看几处，

青蟹、跳跳鱼、缢蛏、血蚶⋯⋯

海鲜养殖场热闹非凡，游人如

织。

这座位于台州市东北部

沿海的县城，占据了得天独厚

的地理优势，素有“中国小海

鲜之乡”之称，是长三角全季

全天候的小海鲜大厨房。

气候康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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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戴峥

三门县青蟹

三门县海边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