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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前，爸爸带回来一张《印象定海手

绘地图》，告诉我定海除了东海云廊，现在还

有东海百里文廊，暑假值得去饱览一番！

风和日丽的一天，我和爸爸妈妈来到了

百里文廊岑港段。如今的岑港因文廊变得

异常热闹。走进司前老街，几排装潢一新

的店铺映入眼帘，古朴的风格，各具特色的

摆设，都吸引人驻足停留。店铺前，讨价还

价的声音不绝于耳。沿着司前老街向前走

去，一股芬芳扑鼻的香气迎面扑来，随之满

池的荷花瞬间跃入眼帘。一阵微风拂过，

几朵荷花正得意洋洋地左右摇摆起来，宛

如一位位穿着绿色裙子的仙女正在翩翩起

舞。荷塘再配上垂柳、小桥流水，煞是好

看。你们知道这片荷塘的名字吗？它叫

“藕遇白龙”。原来，在这片荷塘的不远处，

便是有名的白龙潭。

听！哗啦啦……白龙潭的飞瀑倾流而

下，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雨，闪耀着夕阳的光

辉，虽没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观，但在

盛夏的微风里，却带给我们沁心的清凉。夕

阳透过枝叶投下斑驳的光影，林间蝉鸣悠

扬，青山叠翠，奔腾的山水沿着蜿蜒的水道

川流不息。传说这里求雨祈福自古以来都

特别灵验，白龙潭也因此得名！

这里既有着神秘古老的传说，也拥有着

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看，陈家大院里面，

一曲栩栩如生的皮偶戏上演了。人们时而

泪水涟涟，时而捧腹大笑，时而扼腕叹息，时

而拍手称快。一曲皮偶戏下来，人们仿佛身

临其境，离开大院，个个意犹未尽。

文廊的美不仅因为它美丽的景色风光、

动人的历史故事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还因为

它有形式各异、极具特色的共富工坊呢！

你瞧，“好岑光”共富工坊线下实体店

里，岑港街道特色农产品推介官正热情地在

线上直播，向网友们介绍着“马目西瓜”“烟

墩稻米”“册子鮸鱼”等特色产品。

再看，路边的“好岑光”无人售卖点上更

是人气十足。可爱的孩子，穿着时尚的年轻

人，鹤发童颜的老年人将摊点围了个水泄不

通。我们也凑上前去，你瞧，这里是新鲜上

市的玉米，色泽诱人的小番茄，那里是极负

盛名的马目大西瓜，营养丰富的土鸡蛋，还

有当地村民自制的菜籽油和米酒……真是

让人眼花缭乱！

新鲜的农产品，公道的价格，吸引了无

数游客驻足品尝购买。摆摊的老农称重、打

包，忙得不亦乐乎，听着手机上那“滴滴”收

账的声音，个个脸上笑开了花。

是呀，东海百里文廊不但让我们领略了

家乡不同寻常的美，还将共享共富的理念体

现得淋漓尽致。如今，它已经成了我们家乡

那张亮闪闪的新名片！

东海百里文廊，

风景秀丽无双。

历史非遗珍贵，

带动经济消费。

实现共享共富，

舟山动力十足！

《舟山的城市新名片——东海百里文廊》
作者 定海海滨小学五（4）班 朱淼 指导老师 姚赛红

轻风和煦拂面，蓝天白云环绕，全长

100.2公里的东海百里文廊串联起富有深厚

文化底蕴的海岛乡村，一幅共富画卷正徐徐

展开，无不透露着独有的韵味与风范。

沿着蓝橙相间文廊特色标志路线，不知

不觉来到了沿线古树观景节点——古樟驿，

据说这是古代学子前往虹桥书院的重要驿

站。“十步一景，百步一驿”，我们怀揣砥砺执

着之志，谋共富乡村蝶变之路，文廊无不彰

显着奋起在新航道上的蓬勃活力。

绘乡村清新画卷
进入叉河村中，漫步在清一色的沥青路

上，放眼望去黄墙黑瓦的古寺庙掩映在繁茂

的香樟树下，显得格外醒目。那是岁月留下

的痕迹，亦或是时代的雕刻，寺庙的瓦砖、墙

壁有些破旧、斑驳，但挡不住打磨成文化盛

宴最靓丽的底色。

古樟树遮蔽下的古驿站静默着，棵棵古

樟树格外惹眼，树干粗壮、树叶青碧、树冠亭

亭如盖，连成一片，成为这里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远处，老人悠闲自在地摇着蒲扇，小

朋友不亦乐乎地玩泥巴，古朴的乡村气息扑

面而来，伴随着耳旁潺潺的流水声，如同悦

耳动听的协奏曲，“自在飞花轻似梦”让人陶

醉其间。

谋乡村蝶变之路
文廊沿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政府因地

制宜培育了颇多地方特色品牌，古樟驿就是

其中建立并重点打造、具有辨识度的优质名

片。踱步进了“翁山丰物”共富工坊，里面陈

列了琳琅满目的农产品、特色小吃、传统工

艺品等，这些都是当地村民的劳动成果。令

村民们喜笑颜开的是，文廊乡村旅游带来了

源源不断的游客，借力共富工坊等多元业态

帮助他们实现经济增收，文廊的建设同时为

村里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听妈妈说，从她自身工作职能出发，正

全力在助推“古樟驿”打造商标品牌优势，希

望依托品牌赋能路径，实现产业兴旺带动乡

村发展凝聚强劲动力呢，我真为妈妈感到自

豪呀。

促乡村共建共享
古樟驿是融合特色深入践行“共建有

你、共富有你、共享有你”鲜活理念的一个缩

影，还有更多的主体联动周边，发展如餐饮、

住宿，推出当地特色乡村旅游精品路线、研

学路线等产业与村民利益联结，实现多元主

体的共享发展成果，在全方位推进新时代美

丽乡村建设中，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

感受轻风拂过的恬静，乡村振兴路上，

让我们共同感受东海百里文廊与乡村建设

的交融之情，为古城共富之路勾勒浓墨重彩

的一笔。

《百里交融 乡村蝶变》
作者 定海小学教育集团昌东校区六（6）班 马卜凡 指导老师 黄林华

如果有一天，我站在时间的尽头回望来

处，我会如何形容这个夏季？堆叠的课本、

窗外的蝉鸣、西瓜清爽的滋味……还有蓦一

抬头，撞见吹过山吹过海的风，正吹起了一

角绿树掩映的人间锦绣花鸟乡。

漫行于东海云廊，远处是云海涛涛、山

峦叠嶂，近处是泉水淙淙、小路蜿蜒，明丽的

七彩栏杆将无边风物连成一线，也悄悄串起

了古与今，诗与人，悠远的历史和被希望照

亮的未来。曾经泛滥的水患变得温驯起来，

就连强台风带来的强降水都开始学着“识

趣”，不再在城区内徘徊不去；精心打造的云

廊正朝着更优美、更安全、更宜居的方向，重

塑着古城的格局，城市边界的延伸让“一日

游遍一座城”成为可能；昔日沉寂的山岙焕

发出新的生机，千年积淀的海洋文脉正熠熠

流淌于诗意飘洒的山海盛景，无不彰显着此

处深厚的人文底蕴。

放眼看东海百里文廊，起始于定海区白

泉镇摩鼻岭西侧，一路向西，穿过昌国、盐仓、

双桥、岑港、小沙、马岙、干 、白泉，最终又与

起点汇接。悬泉飞泄的绝壁深潭、白墙黛瓦

的江南院落、山水清灵的田园风光、高树浓翠

的古老禅寺和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文廊集市

……“绿水丰涟漪，青山多绣绮”，千年古城的

风采正不紧不慢地，向世人欣欣然展开。

云廊也好，文廊也罢，她们无疑是极美

的。

美在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美在此间人

们的质朴品行，更美在其拳拳为民的底色。

“以前我和老伴只能到镇上售卖（白枇杷），

如今文廊连到村里，我们都能在家门口做生

意，真是轻松太多了！”新闻里以卖白枇杷为

生的青龙村村民兴奋地说道。这声音像是

风过树林沙沙的细响，乍听是一叶两叶，实

则是十树百树，千林万林。

云起是仙境，云散是人间。畅通无阻的

云廊文廊，也畅通了千家万家的致富路，吹

过山、吹过海、吹过云间的风，最终是翻开了

海岛乡村蓬勃发展的新篇章。

在东海云廊9号入口有一尊石像——张

信，字彦实，号诚甫，定海城关状元桥旁人。

这位明洪武年间的同乡状元郎曾在奉旨复

查“南北榜案”中坚持原则、刚正不阿，被家

乡人民感念至今。他仍是青年人的模样，身

着官服，手持书卷，目光炯炯，眺望远方。他

似乎在问：“我不在的日子里，家乡有变得更

好一些吗？”

我看向他，相信他能听到我心底默念的

回答：

家乡很好，未来还会更好！

《云在山海间》
作者 定海五中九（5）班 陈科睿 指导教师 刘芳

夕阳西下，最后一缕光渐渐从火烧云上

溜走，云廊上的灯接替了阳光，点亮寂寂的

夜空。旭日东升，云廊上的灯火又让给了朝

阳，让它带来新的光明。五山五云，灯的丝

带将五云连于一起，也连接了过去与未来。

灯光之下，景是深沉而又秀丽的。以堆叠

巨石为岸，辅以涧水淙淙于石下，更有数对仿

真“白鹭”栖息于石壁上，仿佛有鸟鸣与水声相

融一处，大有“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之意

境；有一井，井口方而井台圆，叫做方圆井。井

边又有一泉，泉水汩汩，终年不干涸，水尤清

冽。一泉一井，暗含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擂鼓山上的路灯，是最令人喜爱的。灯

全仿古代宫灯，灯光透过了描绘着的水墨山

水，恍惚之间，梦回唐宋。琴棋书画，梅兰竹

菊，宋韵文化贯穿于云廊。上山来，景观灯

照耀着一幅幅铜板浮雕，重现了被古人沿用

千年科举流程，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童

生、举人、监生、进士。状元路上状元阁，灯

光之下，更有状元游街、魁星点斗等的小品

雕塑。千年以来，崇文重教的文化气息一直

在舟山流传。定海虽小，但历史上依旧人才

辈出。定海进士墙上，三十九名进士赫然在

列，其中就有状元张信。新中国成立前后，

更走出了殷鸿福，舒兴田等科学家。新时代

的定海也依旧人才辈出，千年不变的是对文

化的尊重与敬畏。

灯光照亮了泵站，蓄水池，行洪廊道、水

库等节点，点亮了复杂的水利网络。依托东

海云廊而建的五山水利工程，在强降水时将

水快速排到海中，有效避免了水涝影响，防

止了台风来时，路面积水深可没膝的尴尬情

景再现。

“上拦，西调，中提升”的工程理念，建成

了定海城区立体式排水排涝工程。功在当

下，却可造福后世，远离水旱灾难。

灯光闪耀，一切的光都汇聚到了5月27

日的那个夜晚。大、小五奎岛上一场烟花秀

尽情演绎。面朝大海，东风夜放花千树，更

吹落，星如雨。点燃了黑色的大海，照耀城

市的夜空。面向古城云廊闪着灯光，环绕于

五山之间，云廊下所闪耀的，是千万家的灯

火。金风玉露，一夜鱼龙舞动，人们热烈地

庆祝这东海云廊的正式竣工。天空的焰火

与地面的万家灯火汇在一起，组成了更为绚

丽、宏大的画卷。不必问这灯火为谁而亮

起，灯火绚烂，光影勾勒出了这个伟大的时

代，连接了过去，照亮了更美好的未来。

《廊之灯》
作者 定海七中九（4）班 钱学宸

我是一片叶，生于那长岗山上

的古树。

生来无事，终日沉睡。偶然醒

来，便在枝头舒展，远方苍山霭霭，

紫气蒸腾，朦胧间听到声声鼓响。

我心头一震，放眼望去，只见旗鼓开

路，前呼后拥，最前边一人手捧圣诏

高呼“恭喜张信老爷！金榜题名！

状元及第！”，身后一少年郎脚跨金

鞍红鬃马，头戴金花乌纱帽，身着大

红袍。

于是我悄然从枝桠滑落，趴到

那人的肩上，看他拱手作揖，神采飞

扬，冁然而笑。“原来这就是状元。”

我呢喃着，带着钦佩与惊喜——“要

像他一样，心自明艳似春光”。

自此，我化作一缕风徘徊在张

信身旁，看他鸿渐于干，谏诤直言，

却怎知换来了杀身之祸，可我能做

的只有缄默。我又随他魂归故里，

回到这定海山，双手合十低头轻吟，

喟然长叹……

状元的日暮穷途还未体会尽，

又被那暴雨直倾而下，恍惚间，就直

面了“聚贤亭”。而我正伏在一僧人

肩上。他身穿长袍，佛珠吊挂，双手

合十，静心打坐，名讳山宁。我环顾

四周，朦胧间，听闻远方人语，有七

人辩论于院中，他们神态各异，谈古

论今。椅子上，一个叫三毛的女子

率性自然，动作乖张，一腿架于椅

上，扬着笑脸侃侃而谈，笑容绽放，

心自明艳似春光。我也跟着狎笑，

听他们博论。庭院中，积淀下一片

人文底蕴。我不由心中颤抖，带着

一种别样的滋味。风说，那是敬

仰。我不明白，但我只是从杂草丛

中偷偷向上望了一眼，内心便无比

欢畅自豪。

再次偶遇，就是一群骑着自行

车的小孩子把我捡起来。他们将我

放在车筐里，想载我走这一程。我

戏谑翻身，飞向远处。我看见了水

蓝丝带、向日葵花海在摇曳、游览的

人们信步闲游。他们都重复着：云

廊，云廊，东海云廊。我想停下来，

看看 “树抱石”究竟是怎样的奇

观。或许我可以装成那一棵树的叶

子，让全世界的人都看见；我还可以

轻嗅路边的野花，栀子未开，蓝雪未

泯。我挟着风，在状元阁上思状元，

进士墙上颂进士，崇文桥上学崇

文。我穿“文笔春秋”，觉笔墨纸砚

镌刻古国历史，过“云汉为章”，为莘

莘学子祈福。其章金玉，中华上下

五千年的勋章，在云边亮相。我跳

上印章平台，那是说书人讲那“四

书、五经、六艺、七谋”，我想凑上前

去仔细瞧瞧，描摹“博学笃志”的字

样；“扶云桥上欲扶云，扶摇直上九

万里；鳌头魁星正点斗，莘莘学子祈

宏愿”，是泱泱大国的文化传承！劝

学中讲：“君子曰，学不可以已”；我

明了学不可坐而论道；怀古园明示：

书山有路勤为径。只有立勤奋之足

点，才可得学海之蹊径。

暖风拂起孩子们的衣襟，我听

到他们的大喊，是——立长志！少

年随暖阳春草，撒野奔跑，笑容明

朗，心自明艳似春光。

我又回到了张信的面前，如今

的他白灰雕像，手持文书，肃立望

前，神态如故。难免黯然伤神，却又

满怀希望凝视……“终有一天，我会

成为你，超越你！”我目光坚定。

短暂留恋，我又入了繁华，在人

们的口中，山坡的转角，路旁的告

示，那些个字频频出现：五山水利，

四大工程。那是历史积淀千年的海

洋文脉。曾几何时，暴雨直倾小城，

汪洋一片，时至今日我依然难忘那

些画面，街道脏乱，脚步慌乱，人们

不知所措，只可将沙袋作米粟，御不

住洪兽之凶猛；如今，廊上水通天上

水，五山水利成功建设，四大工程护

城护家，变水患为水利，还这里一片

碧水安澜……

我攀着云角鸟瞰世界，大路四

通八达，车流井然有序。山，水，城，

人，四方合一，风光无限。我看到了

那些似曾相识而今已被刻入古书的

人物，聆听如今刻于石碑的贤语，领

略中华文化之华彩。记忆朦胧，覆

上白雾，我却始终有一个念头：“去

东海云廊走一走，要心自明艳似春

光。我有我的路，我的状元路！”

《心自明艳似春光》
作者 定海二中九（7）班 陈嬅凝 指导老师 于磊

暑假，我与父亲共同骑行了云

廊，沿途风景迷人，微风徐徐，游人

繁多。依山傍海的云廊，一面是林

木青葱的青山，一面是波光粼粼的

大海，穿行在曼妙的山海风光中，身

心无比舒畅。

说起东海云廊的由来，不得不

说说定海的地势，它三面环山，台风

期间易发城市洪涝，为了解决内涝

宿疾，政府修建了五山水利工程，施

工时留下的便道，经改造提升后，东

海云廊应运而生。它除了作为截洪

道外，还有许多迷人之处。

它是一条绿色游步道。去云廊

上骑车、跑步、远足等运动已经成了

定海人民的生活日常，每当在早起

上学的路上，我远远地总能看到三

五成群的人们披着橘色的晨光，沿

着蓝色波浪花纹的绿道进行晨练。

云廊还成为了举办体育赛事的热门

场地，如千年古城山地半程马拉松

挑战赛、长三角街舞公开赛等，来自

全国各地热爱运动的朋友们，相聚

云廊，我被那些散发着活力与热情

的运动员们深深感染，加油鼓劲的

同时也想上去较量一番。

它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沿途分

布许多历史古迹，如竹山段鸦片战

争遗址，总是能把我拉回到那个硝

烟弥漫的战场，定海三总兵浴血奋

战，终因弹尽援绝，壮烈殉国；真武

山段的张信状元雕像，定海历史上

唯一的状元郎，举手投足间散发着

刚正不阿的硬气，擂鼓山段的武官

像仗剑而立、威风凛凛，文官像温文

尔雅、清新俊逸，我梦想着有朝一日

也能像他们一样，成为栋梁之才。

这些文物古迹沉默地诉说着曾经在

定海发生的故事，有屈辱，也有荣

光，这些通往成功的“台阶”，时刻激

励着我勿忘历史、踔厉奋发。

它是一条城乡发展的纽带。随

着生态、文旅、体育等业态在云廊上

兴起，定海的共富路建起来了，这条

共富路还延伸到了乡村，一条串联

多个村落的百里文廊也建了起来，

让曾经“养在深闺人不知”的古村、

古树、古井、古寺、古迹等展现在人

们面前，常常听到老百姓夸它是条

“美丽路”。在叉河村的古樟驿里，

我仿佛看到了古代学子来此求学，

树下一片朗朗书声；在庙桥村的三

毛文化园里，读着三毛的散文，我仿

佛和她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

对话。景美了，游玩的人多了，在文

廊沿线，村民们纷纷开起了农家乐、

果园、驿站等，我看见一家老小来农

家乐享受天伦，看见年轻的母亲带

着孩子到果园体验采摘，看见外来

游客聚在驿站里给家人采购纪念

品。从村民乐呵呵的笑容里，游人

不绝的赞叹里，云廊和文廊串起的

不止是城乡，更是民心。

城市变景区，田园变公园，从城

市云廊到乡村文廊，定海这条共富

路行稳致远，站在云廊之巅，我仿佛

看见一条蓝色的缎带，正飘向一片

蓝海。

《在共富路上，见美、见史、见富
——游云廊有感》

作者 东海中学九（1）班 杨博宇 指导老师 曹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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