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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和，听起来像一首歌；云和，

读起来像一页诗。在浙西南连绵叠

嶂的大山里，有一座童话般的小城

叫云和。

夏至前夕，我们来到云和。黛青

色的山，如屏障环绕着县城，山顶云

雾缥缈。清澈如山泉般，一溪碧水穿

城而过，那是瓯江支流浮云溪。云和

县城坐落在盆地里，恰是梅雨季节，

暑热逼人，稍一活动，汗流浃背。云

和人却乐观地说：“去山上或江边走

走，风一吹，凉爽得很。”

梦幻梯田

于是，我们来到了崇头镇。一

到山边，绿树满眼。望那山上，更是

郁郁苍苍。我们坐上缆车向七星墩

山顶进发。云和人自豪地说：这是

华东最长的缆车，我们称为“云雾缆

车”。缆车徐徐前行，窗外阳光明

媚，脚下山峡悠长，那是白银谷。翻

过一座山峰，一层层嫩绿鹅黄，从山

坳向山顶铺展。梯田！看到我们的

惊讶，云和人笑了：“我们晚上就住

在梯田边。”

站在山顶观光台上，放眼望去，

七座秀峰挺立在色彩斑斓的梯田

中。千层梯田，阡陌纵横，曲线蜿

蜒。再上缆车，我们想近看梯田，忽

然一股云雾飘来，刹那间，山影难

辨，更别说那梯田啦。云和人看我

们急切的样子，笑着说：“十里不同

天，一会儿，就会云开雾散。”果然，

我们从白银谷下缆车，夕阳照耀下

的梯田，便灿烂地出现在我们的眼

前。

云和梯田顺山排布，一畦一陇，

或大或小，不规则也不壮观，有的田

头地角，称得上是见缝插针。正是

这杂乱无章，使云和梯田自然天成，

绚丽多姿，如魔方般充满神奇，让人

总也看不够。刚灌完水的稻田，宛

若成千上万个大小不一的天空之

镜，倒映着蓝天白云、霞光霓彩。

梯田不仅给了云和美丽，如今，

还让云和人过上了幸福生活。

十里云河

从赤石码头一上船，顿时，轻风

袭来，暑汗尽消。抬眼望去，一泓碧

水，夹岸青山。云和人告诉我们：

“这曾是瓯江主航道，后来水运衰

落，又建起了 3 座水库，水面阔大成

了水景。我们把这段瓯江称为：十

里云河。”这是一条串起云和风光的

精彩旅游线路，在两岸山林中，散落

着特色村镇，依山傍水修建了惬意

清静的浪漫民宿。

我们上船的赤石乡遍植花木，

成为享誉闽浙沪地区的玫瑰小镇，

这里便有了开在乡下的第一座咖啡

馆。我们走进这家叫拾花·云栖的

咖啡馆，只见留言墙上写着：“希望

这个秋天，即使没人陪我吹晚风，我

也要能在晚风里，看一眼晚霞，喝一

口咖啡。”这就是云和人向上向善的

通达智慧，让每一天都活出滋味，活

出希望。

十里云河旅游线上有一个热门

景点叫“阳光沙滩”。依山临水的长

汀村利用瓯江长滩的优势，从海边

拉来黄沙，种上棕榈树，铺成了人造

海滩，满足了人们山里看海，海边嬉

戏的愿望。白天，孩子们在沙滩上

踢球跑闹；夜晚，年轻人在星空下烧

烤歌唱；每到假日，村里的民宿爆

满，所谓的海景房更是一床难求。

如果说，长汀民宿像在喧闹的

海滨，那么，梯田旁的坑根石寨则幽

静怡人。“这里有书，也有茶。这是

民宿，也是一种理想生活。”在坑根

村，我们见到了云谷山房民宿的主

人谷小杭。小杭是青田人，却因喜

欢这里原生态的山水，在坑根村租

房开民宿。

这里有牛栏猪圈改造成的书

吧、咖啡屋，斑驳沧桑的老墙上，是

五彩斑斓的涂鸦喷绘，村口一汪长

满青苔的石荡里，是从村后大山流

出的叮咚作响的泉水。山间明月

夜，清泉石上流。绿意盎然的山村，

有纯朴时尚的时光。小杭说，她喜

欢云和，因为这是深山里一片净土。

一个创意点亮一个村庄，一个

规划激活一片区域。云和县立足

“一城一湖一梯田”空间布局，分类

建设滨湖、沿山、沿溪的美丽乡村，

把“盆景”连成“风景”。

瓯江帆影

八百里瓯江从两岸青山中走

来，一江碧水，随山而转，顺滩东下，

蜿蜒到海。江上白帆，勾勒出当年

水运的繁华。

我们在紧水滩码头上岸，走进

了石浦村。这里曾是瓯江航运时代

的繁华古镇，江边古街上，依稀可见

歌舞楼台、商帮会所、深宅大院……

云和人介绍：南宋时，云和的木匠发

明了舴艋帆船，把青瓷、茶叶、丝绸

等等运往入海口温州，再把食盐、酱

油、煤油、布匹等日用品和海产品运

回大山。石浦村离瓯江第一滩——

紧水滩仅五里，千百年来，往来船帮

都会在此休整，一时间，石浦江上，

帆樯云集，百舸争流。直到上世纪

80年代，瓯江船帮才退出历史舞台，

帆影成为“八百里瓯江最后的记

忆”，船帮文化则延续至今。

也许是机缘巧合，江上的帆影

虽然远去，但云和人对木作手艺的

天生敏感和亲近没有改变，中国最

早的木制玩具生产企业便诞生在这

里。1972 年春天，云和县赤石玩具

厂从上海接下了第一笔木制玩具订

单，2011年组建成和信集团。如今，

浙江云和已是中国最大的木制玩具

制造基地。眼下，他们不仅培育出

“木玩世家”等近 10 个原创 IP，一条

集设计、制造、跨境电商、主题乐园等

于一体的全新产业链显现雏形，云

和木玩也走向了世界。

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
08月09日第12版）

云和走世界
田晓明

老师在上课。为更好地满足群众文化艺术需求，传承我国传统文化，近日，2021年县文化馆戏曲表演公
益培训班开课，吸引了全县40多位戏曲爱好者踊跃参加。

刘海波 黄芳 文/摄

本报讯（记者 兰荣霞 柳妍青 实习记者 汤心怡）
面对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我县各地防疫情况如何？管

控措施落实如何？近日，记者奔赴县图书馆、商场、梯田

景区等场所进行实地探访。

正值暑假，我县各阅读场所成了人流量相对密集的

场所。在县图书馆，进门入口处安排了工作人员提醒市

民遵守防疫流程，对进馆的读者实行公众号预约制，每

天限流两百人。“因为暑假期间到馆读者较多，而当前疫

情形势非常严峻，针对这一情况，图书馆除了限流和进

馆检查、签到，还会对中高风险地区的外来人员进行入

馆登记，并每天对馆内进行清洁消毒。”县图书馆副馆长

刘海燕介绍说。

在新华书店，许多前来阅读的市民都停在了书店门

口，原来他们除了出示健康码外，还需扫行程码，展示

14天内的行程。行程码为绿色，方可顺利入内；如果行

程码为红、黄、橙色，则不予进入。

记者来到山水广场，“您好，请戴好口罩，出示健康

码。”在商场正门，工作人员不断提醒来往市民佩戴口

罩，大家通过亮码、测温有序进入。商场还设置了温馨

提示牌，提醒进出超市的顾客出示健康码。同时，工作

人员还会对购物车、收银台等顾客每天接触较多的设

施及公共区域进行多次消毒。

在县人民医院门诊处，记者看到医院大门口 3个工

作人员正在对来院市民检测体温，在门诊入口处则设立

了预检分诊管理流程牌，对所有进入院区的人员包括患

者、陪同家属、医院员工均进行两码检查，并对人员进行

分道分流管理，如有发热（体温＞37.3℃）、疑似新冠肺

炎症状、流行病学史、健康码异常人员，由专人引导至发

热门诊，与接诊人员做好交接。

在云和梯田景区观云索道起点站，工作人员要求游

客佩戴好口罩、出示健康码、行程码，并配合测量体温工

作。在中转站，游客一走出轿厢，工作人员立马提着消

毒桶对轿厢进行消杀工作。“我们对索道进行‘一轿一

杀’。”据云和梯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安全部经理胡飞华

介绍，梯田景区属于开放式景区，为做好疫情防控，景区

共设置8个点位，每个点位配置2名疫情防控人员，同时

加强日常的消杀工作，一天消 3 次，游客量大的时候还

会增加消杀次数。

此外，记者了解到云和梯田景区周边的农家乐、

民宿等场所都升级了疫情防控措施，除了配备日常疫

情防控所需的体温计、消毒液等物品以外，还特别加

强了对公共区域的消杀频次。

我县各场所
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 柳妍青 实习记者 汤心怡）“真的非

常惊喜！这个时候市民们给我们送来‘温暖’，让我们

感受到了甜蜜，谢谢你们！”8 月 13 日晚，我县一蛋糕店

店主精心制作了 16 份礼物，赠送给在一线参与防疫工

作的医护人员。

准备配料、打发、烘烤、装饰……一份份手作蛋糕、

生巧、柠檬茶打包完毕。晚上八点，蛋糕制作完成后，

蛋糕店工作人员冒雨把礼物送到体育馆方舱接种点。

从蛋糕胚制作到奶油装饰，蛋糕店工作人员结合

自己的想法精心装点，希望收到礼物的医护人员能够

甜蜜过七夕节。“感恩有你！”“辛苦啦！”生巧盒子里，蛋

糕店工作人员还手写

了对“逆行者”们满满

的祝福与致敬。“我们

觉得医护人员比较辛

苦，就想趁着七夕这个

特别的日子，给大家送

上一点小礼品。”蛋糕

店店主说。

防疫人员“甜蜜”过七夕

扫一扫 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