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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行云廊漫行云廊 品读品读文廊文廊 共享共富共享共富””
主题征文比赛主题征文比赛作品选登作品选登 ((小学组一小学组一等奖等奖))

一路沿着东海百里文廊的绿道前行，行

至庙桥村陈家，不远处石牌楼上的四个金色

大字“三毛故里”尽入眼帘。

锦沙，一定就在这里。

穿过不长的屋弄，来到三毛祖居。红墙

灰瓦，雕花门窗，古朴的四合院仿佛在向我们

诉说着多年前的故事。院内的几间房呈现了

作家三毛短暂却传奇的一生，让你读懂《雨季

不再来》背后的独立与自信，沉醉于《撒哈拉

的故事》里的自由与豁达，学会应对《梦里花

落知多少》中的别离与变故……

踏着石阶，进入祖居后的一片竹海。正

值盛夏，虽是烈日炎炎，伴着微风，却仍有

“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之感。径旁三毛

作品的经典名句、林中悬挂的木制秋千、竹上

五彩的创意彩画，让你在拥抱绿色的同时，感

受不一样的轻松与惬意，不知当年三毛可曾

徜徉林间？

锦沙，不仅只有三毛。

走出竹海，路边就是缪燧纪念馆。除海

盗、减赋税、修海塘、兴办学，清廉如水，勤政

为官，这就是定海百姓爱戴的知县缪燧，康熙

帝也曾因其政绩赠与诗句：“偶来松树下，高

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名。”，可

见他深得康熙之心。他一生做到“不欺”，更

是我们应该秉承的高尚品质。

共富工坊内，“小沙女”们正在埋头创

作。亲手制作非遗手工——景泰蓝掐丝珐琅

画是在文廊路上不可多得的体验，掐丝、上

色、晾干，每一道工序都得极其细致；做罢手

工，不远处的红色小院落里点上三毛在沙漠

中为荷西烹饪的第一道中餐——台湾卤肉

饭，一定别有滋味。悠悠而来的咖啡香从网

红打卡点“三毛书屋”传来，推开书屋的门，

再次走进三毛的世界，此刻你更能感受当年

三毛踏上这片土地时热泪盈眶的心境。

锦沙，绝不仅有这些。

山清水秀的鹅鼻岭，眼前“祖母绿”色的

河水波光粼粼、清澈见底，体会大自然治愈的

力量；在少有人迹、逐渐被人们遗忘在大山深

处的寺岭村，站在四百余年的古桥上必是一

道最独特的风景；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直上

“青林玉镜”，俯视青林水库、等待落日一定是

这个夏日最美的诗……

百里文廊路上，遇见锦沙，遇见美好！

《文廊百里 遇见锦沙》
作者 舟嵊小学六（6）班 陈奕臻 指导老师 孙燕鸣

前两月，走入初夏的东海云廊，灼烈的黄

色抓住了我的目光，定睛一看，一片欣欣向荣

的向日葵花海点缀在山庄中，吸引了无数游

客流连，我也情不自禁地踏入其中。

沿着水墨渲染的白墙行走，我看到了义

桥村自云廊建成以来的美丽蝶变。原来的

村庄是一片灰扑扑的老房子，村民们种着日

以缩减的农田，或者干脆荒着，走入城市，将

农村抛弃在经济不断前行的轨道后。然而，

随着我一次次漫步云廊，我看到的是义桥山

庄周围越来越繁荣，星空帐篷、东海云廊书

画院……现代与古朴的元素交织，游客的脚

步停住了，村民的笑容灿烂了，钱包也鼓起

来了。

又有一次出门散步，妈妈忍不住与周围

的村民交谈起来，才得知原来是东海云廊建

造之际，当地的政府集结村民说要打造出一

个“共富村”，并挑选出“共富带头人”带领村

民一同创业，让村里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云

廊带来的经济效益。比如说他隔壁的星空

帐篷饭店就会来收购他们当季的蔬菜作为

绿色有机的农家餐饮出售，更有民宿、烧烤、

特色餐厅火热筹备中。他们也不用东躲西

藏地去城区的路边摆摊售卖。随着云廊城

市飘带的建成，沿线的活动越来越多，例如

半程山地马拉松赛事、文廊自行车骑游大会

的举行，使得人流量也越来越多。这位村民

认为，他作为一个只知道种田的农民，吃上

了“旅游饭”，在义桥村的建设中获得了一笔

丰厚的收益。

我也眼尖地看到不少穿梭在人群中的

“红马甲”，一旦有垃圾落地，他们立即提醒游

客并将其清理干净。村民说，这些志愿者有

些是当地村里组织的，还有是自发自愿的外

来志愿者。他们都想维护义桥山庄周围的环

境，留住游客。村民言语中的珍惜和干劲让

我非常感动，除了物质上的富足，云廊的建设

也让义桥村民的精神丰富起来。村两委与齐

之行书画院合作，依托东海云廊擂鼓山段的

文脉气息，举行了书画展，吸引书画艺术家前

来创作交流，许多大学生前来写生。村民的

言辞之间，可以说精神上的“共富”让生活更

加温暖。

“小姑娘，你要不要也加入我们？”一位

“红马甲”注意到我好奇的目光，向我走过

来，我点点头，接过她手中的工具，迎着朝

阳，同他们一起加入到维护云廊整洁美丽的

活动中……

《云廊绘就“富美生活”画卷》
作者 舟山小学六（5）班 郑茜尹 指导老师 黄芬华

七月的风里藏着樟树的香气，这是一抹

从历史中走出来的绿荫，这里是位于东海百

里文廊盐仓叉河段的古樟驿。东海百里文廊

是一条系统连结定海中生态山岙区域、美丽

乡村、古寺古庙、古遗古迹、水库山塘和云顶

风景等元素的生态廊道，是一条集农文旅于

一体的文化生态旅游线。

盐仓叉河水库大坝下，一块“古樟驿”石

碑分开醒目。这里是古代学子前往虹桥书院

的重要驿站，几十棵古树矗立已有二百多年，

是大自然孕育的“绿色文物”，是目前定海最

大的古树群。相传，宋绍定三年（1230），一穷

困书生慕名前来虹桥书院求学，行至彩岙，渴

既累，闭目傍树下。朦胧中忽见不远处金光

闪闪，走至近前，原是九缸十八排共计162缸

金子。相传是财神菩萨在晒霉时失眼，偶被

书生所觉。书生彷徨：若露天放，恐流失；若

告之，恐被哄抢；若自归，于读书人亦是罪

孽。书生思前想后，决定用泥土掩埋金子，并

种植樟树作为标记，继续前往求学。在看不

见的年轮里，古树承载了盐仓的历史记忆，蕴

含着中华美德的美丽传说也在古樟驿中代代

相传。

此刻，我正听着叮叮咚咚的风铃声，坐在

樟树下纳凉，听妈妈讲她和这里的故事。妈

妈的外婆家就在叉河，这里有她许多美好的

童年回忆，每逢过年过节，寒暑假她都要来这

里。有时候是外公外婆用自行车载着妈妈

来，特别是过年时，亲戚家的孩子就会在路旁

最大的一棵樟树下迎接亲人的到来，一番亲

热拥抱后，先去中官庙里拜菩萨，之后再高高

兴兴地去亲戚家拜年；有时候是妈妈自己坐

公交车到这里，这个时候就比较自由了，古樟

驿就是这条线路的终点站，到站后，妈妈会在

樟树下的小店买瓶汽水，买点零食，坐在樟树

下吃完，再慢慢悠悠的向外婆家走去。

如今，古樟驿开设了翁山丰物共富工坊，

销售叉河本地特色农产品。柴米油盐酱醋

茶，鲜嫩水灵的蔬菜，热热闹闹的集市，这里

既是山长水阔，又是人间烟火。古樟树群下

开阔的草坪又是一处绝佳的露营之地，旁边

的“樟树下”咖啡馆和茶肆在叮咚的风铃声中

静待你的到来。

古村、古树、古井、古寺、古迹犹如一颗

颗明珠散落在定海的各个村落，如今随着

东海百里文廊全线开通，这些埋藏已久的

宝贝被发掘，吹开尘土，再现历史面貌，重

新光彩照人。寻一片清凉，觅一方净土，栖

息浮躁的内心，让我们融入乡村与山野做

一个自由的人跟随山川森林一起放肆呼吸

恣意生长。

《寻悠悠古樟驿》
作者 檀枫小学教育集团檀枫校区六（6）班 李荞语 指导老师 干赛红

一缕清风，划过东海，划过舟山，划过一

条条蕴含着文化气息、科技质感、共享共富

的道路。“舟山群岛半千荷，英雄气魄天同

舞。战士情怀海伴歌，水上长城起万里。”在

郭沫洛的这首诗中把舟山展现的淋漓尽致。

如今，舟山定海又多了个新地标，一条蓝

色飘带串联起的五座山，环抱定海湾的东海

云廊。为了防洪排涝，五山水利的建设中运

用了上拦，西调、中提升等防洪措施，其中上

拦还有各种各样的样式，例如箱涵、涵道等

结构。它的建成大大缓解了民众在台风季受

到的影响，提升了民众的幸福指数。

这是一条闲庭之路。东山段，云廊的起

点，入口有个广场，上有儿童嬉戏玩耍，骑自

行车、溜冰、欢声笑语，穿透耳膜，直达人

心。夜晚，站观景台，凭栏而望，灯光点点，

由近及远，鳞次栉比。海上灯塔烁跃着微弱

的光芒，一叶小船，留下一个孤寂的背影。

听着路边的音响播放着《大鱼》，瞭望远处海

面，恰若真有一条大鱼在翻滚飞跃。余音绕

梁，让人如痴如醉。

这是一条亲近自然，会呼吸的路。长岗

山，路边树木荫荫，常见磕头虫直挺挺地爬

在路中央，抓起来，便吧唧吧唧，不停磕头。

走累了，可至樵夫亭小憩一会儿。不过最过

瘾的是那“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长岗飞瀑，虽

没有“疑是银河落九天”那么的夸张，也激起

了阵阵水花，扬起了阵阵水烟，漾出了凉丝

丝带着水雾的风，坐在石板凳上，凉爽至

极！路上不时出现一个个透明玻璃，那便是

箱涵结构的防洪渠。偶然间，往里面一看，

竟看到了一个大扑棱蜻蜓，僵立在上面，好

大一个家伙，足有三个巴掌那么长。一路上

的风景，少不了以矿洞为原型打造的“蝴蝶

洞”，亦少不了各色的池潭。侧目凝视，你或

许能看见在栏杆上望风景的鼻涕虫，冥思人

生的哑蝉，咕咕乱和一气的蛤蟆。听，那自

然的声音，你似能从它们身上听到长岗山的

呼吸。

这是一条状元路。当霞光挥霍殆尽时，

擂鼓山段才迎来了它最熠熠生辉的时刻。入

口，矗立着明朝的张信状元人像，栩栩如生，

他才智出众，秉公办事，是舟山唯一的状元

郎。信步向前，摸着厚重的大理石板，看着

院士墙上写着的那些令人钦佩的院士们，漫

过一条被五彩灯光渲染的直行道，望着同样

五彩缤纷的城隍庙。拾级而上，看着接招科

举考试的书形大理石，游着寄秋园、及第廊、

文人群贤等。连中三元是我们的理想，状元

阁是我们的愿望，琴棋书画是我们的情致。

望漫天星光，书香也不觉间扑鼻而来。

这是一条时代变迁的历史之路。一抬

头，一条螺旋向上的火炬路如胶卷般展开，

铜色的胶片上展现了舟山革命战争的过程，

终于在一九五零年五月十七日，舟山解放！

往下走便到了时光隧道，沿着蓝色的隧道，

深入其中，灯光投影，让人有步步生花，步步

起惊雷的“神技”，又能踏开落叶与雪花，令

人惊奇。这便是海山段。

这是一条不能不走的英雄路。竹山段，

这里曾经是鸦片战争的战场，三总兵率领五

千八百多军民在这里浴血奋战，捍卫国土。

海战图运用非遗灰雕技术，清晰地刻画着他

们保卫家国的场景。而“警钟长鸣”也时刻

提醒着我们“警钟长鸣，牢记历史，勿忘国

耻！”

东海云廊不愧为一条赏星月目的绿道，

每一个转角都有惊喜，每一个回眸总有收

获。

嘻嘻，等等，除了东海云廊，还有个东海

百里文廊。它长一百点五里，故得名“百

里”，是一条古城文化与自然景观并存，串联

多个乡镇的观光之路。途中不仅有东海福

泉、紫微庄等休闲娱乐设施，还有叉河水库、

青林玉镜、金沙茶场等山河风光，更别提小

沙寺岭村四百年的古桥、虹桥书院、泉香亭

等古色古香的古建筑物。文廊的开启提高了

当地的消费活力，就业岗位等，也实现了共

享共富的愿望。

漫步云廊，品读文廊，共享共富。走，让

我们一起去寻觅这一条条不平凡的路吧！

《不平凡的路》
作者 檀枫教育集团城东校区六1班 姚承志

“以史为鉴，可以正本心。以人

为鉴，可以修言行。”对于这句话的

理解我十分懵懂，直到这个暑期，当

我踏上了东海云廊，所有的迷茫和

困惑都豁然开朗。沿着云廊漫步，

仿佛穿梭于千年之间，仿佛目睹那

一代代学子如何矢志不渝地追求学

问，怀着满腔热忱和报国之心，恪守

自己的使命，也对我带来了“崇文重

学”的深深启发。

缓缓上坡，一座塑像显得引人

注目，那是状元张信的铜像，孤傲而

庄严地矗立着。阳光从云缝中洒

下，照在他的脸上，显得分外的光

辉。他的目光深邃，仿佛可以透过

千里之外，目光所至，整个定海城仿

佛都在他的足下。周围的树木随风

摇曳，但他依旧坚如磐石，历经风雨

而不动。

当我仰望这尊雕像，心中涌起

一股情感。想象着张信小时候是如

何渴望知识、如何不畏困难、如何一

步步走上了人生的巅峰。他是否也

是日夜兼程，笔耕不辍，历尽坎坷与

艰辛，最终登上了状元的宝座？他

的成功，是否也为家乡带来了荣光，

为祖国留下了深远的印记？

行至不远处，我看到了那片被

称为“舟山院士墙”的地方。墙上记

载着六位舟山籍院士的成就，我一

字一句地解读，他们又是如何经过

无数的努力，为科学事业、为祖国的

繁荣昌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方才

明白，每一次国家繁荣富强的进步

背后，都蕴藏着无数学子钻研与奉

献的力量。

继续沿路而行，我越发感到心

潮澎湃，探索的每一个景点，都激起

了我对过去的思索和对未来的憧

憬。

在怀古园的幽静之中，余天锡

与应彳繇的石雕仿佛苏醒，他们的

面孔述说着对家乡的无尽热爱。而

那定海进士墙上，篆刻的字迹无言

地展现了代代学子日夜笔耕的执

着，是他们用墨水编织的梦与希望。

穿行于及第廊和聚贤亭，古人

的风采似乎仍隐隐约约，我耳边似

乎响起他们对文学与诗歌的热烈讨

论，那些历代的文人群贤似乎传达

给我一个真理：求知的路或许崎岖，

但知识是永恒的宝藏，只需持之以

恒，心中便不留遗憾。

我不禁思索：当他们荣获连中

三元的殊荣，站在状元阁上俯瞰这

片土地，那深深地欣慰之情，或许不

仅为个人的成就，更多的是希望用

自己的知识为祖国锦上添花吧？

回到家中，研学之旅的余音仍

旧在我耳畔回荡。东海云廊宛如一

段历史的长河，流淌着古时学子们

以笔墨和竹简的探索声，同今日科

研者手中厚重书卷的传递韵律，共

同歌颂时代的智慧与创新。云廊兼

山海之胜，融文化之美，展历史之

华，引智慧之光。我深知，作为一名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先队

员，成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也要将这

信念铭刻于心，矢志不渝地前行，用

自己勤学刻苦的行动，回应时代的

召唤。在未来的日子里，也如同这

里的先辈那样倾力学习与奉献，以

自己的学识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注入

璀璨星光！

《书山心海，勤学相传》
作者 沥港中心小学五（4）班 乔佳怡 指导老师 曹珍燕

暑假里，我陆续漫行长长的云

廊，我们舟山的东海云廊和百里文

廊，风景绵延，内涵丰富，带给我们

一个山海相融，共享共富的奇迹。

实用与景区相融
我知道，中国的万里长城犹如

巨龙蜿蜒盘旋在崇山峻岭。我总在

想：舟山的云廊可不就是缩小版的

万里长城吗？如此宏伟的云廊是怎

样设计出来的呢？

爸爸告诉我：2019年底，定海出

台了城区防洪排涝能力提升计划，

并实施了五山水利工程。这项创新

工程采用“上拦——西调——中提

升——内循环”的方案，系统地解决

了定海城区上游山体拦蓄、中游河

道蓄水、下游出海口行洪、城区地下

管网排水等问题，构建了立体式防

洪排涝体系。与此同时，为了方便

施工的需要，工程建设中保留了一

条便道，而这条便道便是东海云廊

的诞生之地。设计师们独具匠心地

将东山、长岗山、擂鼓山、海山和竹

山五座山的便道串联起来，依托把

城市打造成景区的愿景，创造性地

根据不同的山地空间景观和特有的

历史文化风貌，匠心编织了山海胜

景、绿水青山、崇文重学、不忘初心、

勿忘历史五段诗画篇章，成为舟山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壮丽与梦幻并存
我的家就住在云廊边上，我已

多次漫行云廊并亲身感受了它的神

奇与壮丽。每每闲暇之余骑上自行

车踏上云廊的那一刻，我仿佛进入

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云雾缭绕，

弥漫在廊道上空，让人感受到大自

然的宏伟和美妙。阳光透过云雾洒

下来，形成了斑驳的光影，犹如仙境

一般。我沿着云廊骑行，心情愉悦，

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恩赐和与山海相

融的美好。今年云廊全线贯通，其

中海山段特别的梦幻，山顶有架“腾

飞”的波音 747 飞机、隧道口有辆

“行驶”的复兴号火车。更奇幻的是

当进入海山时光隧道里，仿佛置身

于沙滩以上，一段段逼真的影像让

我们深入了解了定海丰富的历史和

文化底蕴。

集农文旅于一体
沿着东海百里文廊，品读舟山

定海的人文与美景，我的家乡为启

动和美乡村建设，创新“暖岙”文化

生态旅游，把辖区各乡镇街道串点

成线，创新打造了一条集农文旅于

一体的文化遗迹旅游廊道——“东

海百里文廊”。

暑假里我参观了位于白泉镇皋

泄村文化礼堂，这个礼堂在2022年

被命名为舟山市廉洁文化教育基

地。礼堂里面讲述的是朱缀绒英雄

事迹，她“一心一意为群众，无时无

刻全为公”，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基

层，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带领群众脱

贫致富，逐步把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变成了小康村，赢得了广大干部群

众的信赖和爱戴。其中一段让我印

象深刻：2001年 10月 18日，朱缀绒

书记为村里规划水果基地时，不幸

遭遇车祸，以身殉职。出殡那天，皋

泄村2500多村民都来为她送行。我

想这正说明朱缀荣是一位备受村民

尊敬和敬佩的好书记，她不忘初心，

永远把村民们放在心间。

这个故事只是百里文廊中的小

小一段，无数个感人的故事汇聚成

了百里文廊，百里文廊蕴藏着深厚

的传统城市文化和底蕴。通过一段

段品读文廊，让我更加了解并热爱

我的家乡，更加自豪地向别人介绍

定海的文化传统。

共享共富共发展
共享共富是东海云廊、百里文

廊背后的理念和目标。五山水利工

程不仅解决了城市内涝问题，也为

定海带来了新的经济机遇。云廊和

文廊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旅游目的

地，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感受其壮

丽和美妙。这进一步促进了旅游业

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繁荣。同时，

云廊和文廊也成为了我们共享美

景、共同体验大自然奇迹的场所，让

我们共同分享这份美丽与富足。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将努力学

习，传承舟山文化故事精神，为家乡

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将积极

参与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为定海

的美丽与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山海相融，共享共富的奇迹》
作者 定海区海山小学四（1）班 江桐羽 指导教师 张春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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