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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阻海区境内有仙岩、泽雅两个省级风景名胜区，茶山 、 由民岗两个市级风景名胜区及石岩屋区级

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即泽雅四连礁古造纸作坊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为

圣寿禅寺、 三坪周氏旧宅及陈傅良墓、祠，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56处 。 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4个，分别为温州和平谈判旧址一一景德寺、 浙南中共一大会址、 1111岩风景区及燎原

社纪念馆。 有国内旅行社5家 ; 星级饭店8家(其中四星级2家 ， 兰星级2家， 二星级 l 家) 。

2011年共接待海外游客4.3万人次，收入2240万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5%和24% ; 接待国 内

游客37 1. 72万人次，收人29亿元，都分别比上年增长 18. 1 % ; 旅游总收入30.52亿元 ， 比上年增长

1 8.4%，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1 %。

a _-. .... 4 

/d， 芳 ， 'J

嚣黯

E瓦;每风景名胜区分布图

一、主要风景名胜区 仙岩、泽雅、茶山、山民岗、 石岩屋

仙岩风景名胜区 仙岩风景名胜区是浙江省第一批省级风景名胜区，位于四海区东南，距温州

市区2 1千米，素有"五潭二井之秀，九狮一象之奇"的美誉。 早在南朝时， 1山岩已是著名的旅游胜

地，我国山水诗人鼻祖谢灵运曾游此地， 并写了 《舟向仙岩寻三皇井仙迹 》 的诗篇 ; 唐代姚楼题了



阻海卷 3

"维仙之居.既清且虚;一泉一石，可诗可阁"的~ {II ，岩铭)) ;杜光庭称仙岩为天下"第二十六福

地南宋理学家朱嘉来游时亲书"摸山第一"和"开天气象"的匾额大加赞扬。

仙岩风景名胜区有开创于唐贞观年间、经宋代楞严伏虎禅师中兴的浙南最大古刹圣寿禅寺，弘

-大师在温州期间结庐安居的伏虎寺，纪念南宋理学名臣陈傅良的止斋祠和朱自清先生描写的"醉

人的绿"而令人神往的梅雨潭以及雷响潭、玉涵潭、三气姑潭，并有丰富的唐宋以来的摩崖题刻，由

以人文景观为典型的台11岩景区;以洞景清幽为特色的化城洞、罗隐洞为典型的化城洞景区;以水景

浩蒜为特色的天河、秀湖为典型的天河景区三个景区组成。

仙岩风景名胜区的景观、景点，经过十几年来的逐步修复，并不断开发新景点，游、行、食、

宿等配套设施日趋完善。 2011年接待游客30.97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 1.5% 。

泽雅风景名胜区 素有温州"西雁荡"之誉的泽雅风景名胜区位于四海区泽雅境内，距市区

20千米，南起龙井山龙井寺，北至凌云山凌云寺，东起麻芝川百丈诲，西至崎云山莘荠ili章，规划面

积为 128.6平方千米，由龙溪、泽雅湖、西山、五凤、高山角、金坑峡、七瀑涧、崎云八大景区组

成，全境200多处景点，以群瀑、碧潭、幽峡、耸峰、平湖等自然山水风光为特色，融朴野的山村

风情于一体的城郊型省级风景名胜区

泽雅传为"寨下"的谐音，因在五凤坪古耸寨之下而得名。古代温州至杭州的驿道通过泽雅境

内，留下了漫水桥(永宁桥)、驿道、驿站、银库等遗迹。历史上文人名士在泽雅驻足的，当算是

明代大学士张穗"与年他曾在凌云寺读书。

泽雅山民长期寓居于此，以山为生，他们在生存的空间里，创造了富有旅游价值的人文景观，

水雄、水车、石屋、石墙、村落、风俗等，都使泽雅呈现出一片安谧、宁静、古朴、野趣。

宗教文化也曾涉足这片土地，现存的有寂照禅寺、凌云寺、龙井寺，寂照禅寺是元至正年间的

文物c 另外，遍布村落水口之际的土地庙、宗族祠堂等，为景区人文景观增添了诸多瑰丽。

泽雅自然景观十分丰富，山石景观中 山体的有睡俑、仙人眉，岩体的有鸡冠峰、鹰栖峰，

岩石的有摇摆岩、蘑菇岩，岩洞的有清风洞、老虎洞等。山岩套萃，千姿百态。泽雅的水景集中了

瀑、潭、泉、涧、揣、溪、湖、河、滩、漳、池、库等各种景观。

瀑布景观是整个景区水景的最美妙所在，是泽雅风景区的最大特色，特别是七瀑涧景区，七折

飞瀑一涧飞泻，形成七折各不相同的瀑布，为全省罕见。另外，比较著名的有西山景区白水深、龙

溪景区百丈深等。景区内水泽之雅还表现为四时之变:雨季时，洪流滚翻，雷瀑狂飘;干旱时，泉

水盈盈，清澄碧透，令人看之心喜，触之心畅，尝之心甜;盛夏之际，徘徊溪边，更是流连不已。

莽莽大山中生长着82属245种植物，名贵的如银杏、百年银桂、红豆杉;活跃在山间的长毛

猴、野鹿等二之十多种野生动物也使泽雅山水的魅力倍增。

泽雅风景名胜区颐养深闺，地据山水之胜，其景观委婉中见雄伟，朴野中见珍奇;山溪蜿蜒，

群峰造遛;村落影影绰绰，居民眷眷依依;四时之景更是绚丽多彰，如云海雾涛，日出日落，雷瀑

狂酬，霞虹锁岚，诸多瑰丽景物奇异奥妙，使泽稚的风景更具神奇魅力。这份独特的山水构景和古

风乡情组成了温州旅游体系巾一l幅独一无二的风景图画。 2011年接待游客 1 1. 83万人次，比上年增

长 1 1.6% 。

茶山风景名胜区 为温州市级风景名胜区，位于阳海区茶山街道境内，大罗山西北部，隔三

样水网与温州主城区相望，距温州市民2.5千米，东邻龙湾区，南靠阳海区仙岩镇，西接南白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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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北连三坪街道及龙湾区状元镇。 风景区总面积17.89平方千米。 茶山以奇岩、模谷、果林为特

色.其岩石造型奇特，是大罗山花岗岩地貌景观最为典型与集中之地。 茶山风景名胜区分五美园、

山重楼、卧龙潭、香山寺、花果山五大景区，共78个景点，其中，香山寺是大罗山内最大的佛教寺

庙。 2011年接待游客20.79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 1.3%，旅游收入95.13万元，比上年增长3 .8% 0

峨岗风景名胜区 为温州市市级风景名胜区，位于温州阻海区潘桥街道巾南部，距温州市区

13千米 。 风景名胜区总面积约20.22平方千米，由瀑潭溪泉、奇峰异洞、历史古迹等二三部分组成。

山民岗风景名胜区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南亢北卑，属东南沿海丘陵地区 。 主要有由民前、山民中、山民后

气个景区以及霞碧殿 、 古洞岩、 玉清观三块飞地景点 。 2011年接待游客7 .22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 1.4% ; 旅游收入0.58亿元，比上年增长II% c

石岩屋风景名胜区 为阻海区区级风景名胜区，位于福州阻海区瞿读街道南部，距温州市区

13.7千米。 风景区总面积9.10平方千米，由名声古刹、桥梁、游亭、古塔 、 山水等五部分组成，石

岩屋风景名胜区境内地势险峻，奇峰林立，峰峦环簇，山脉系洞宫支脉南雁荡山余支， 整个山脉呈

东西走向，地势西高东低，地质古老，地貌独特。 主要由石岩屋、八仙岩 、肇山兰大景区组成。

2011年接待游客1.93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14.4%;旅游收入0.15亿元，比上年增长110% 。

二、红色旅游景点 景德寺、 灵佑殿、白云寺

景德寺 为温州和平解放谈判旧址，属国海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郭溪街道岭头村。 始建

于清代，因年久失修， 1925年重修。 名僧弘一大师在此寺住过。 寺宇有前、后殿和东、西厢房围合

而成。 1949年5月 1 日和5月 4日，浙南游击纵队代表与当时国民党守军代表选择在景德寺进行谈判，

达成协议。 5月 7 日，温州获得和平解放。

灵佑殿 为中共浙南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属阻海区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仙岩街道渔潭村南

部。系晚清建筑，清道光四年( 1824 )重建，有正殿、前殿和戏台，面阔五间，硬山顶砖木结构。

1930年，中共中央委派王国帧同志于6月 18 日至22 日，在此主持召开中共浙南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

议通过了政治、组织 、 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 成立了中共浙南特委，选举王国帧为特委书

记c

白云寺 位于吹台山风景区， 1935年5月红十二军一部在此遭敌包围，虹军英勇突围，激战中

牺牲了 16位战士，其中2人被俘并被砍杀于寺庙门槛上，现门槛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并在寺左

侧建纪念亭碑，亭内有植联撼山动地，当年血洒白云寺;立喝建亭，今日花开子晋台 o 碑系

青石质地，高2.5米，上书"红十三军白云寺战斗牺牲烈士纪念碑"文。

三、重点名胜古迹 琦君故居 、 穗丰村杨府山土墩墓遗址、李山寨·古城墙遗址、实际寺、龙

井宫 、 南朝窑址

琦君故居 为现代著名散文作家琦君故居，属回海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瞿攘街道河头

村，始建于民同初期，为原潘宅(北洋政府时期浙江第一师师长潘鉴宗故居 )的一部分，五开间，

木结构，前有四廊 、 花坦 、 亭 、 池，为中西合璧风格。 潘宅 1950年曾为永嘉县政府临时驻地。 1954

年起改建为瞿溪中学。

穗丰村杨府山土墩墓遗址 为~&:海区区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仙岩镇穗丰村杨府山山顶。 该墓的

年代为西周晚期。 墓封土平面呈圆形，墓底无铺垫。 2003年以来，陆续出土饶、鼎、草 、 戈、剑、

矛、嫉等-批青铜器和锡 、 政 、 柄形器、管形饰等二批玉饰品，发掘了不少陶片和石器等早期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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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它的发现，为研究我省土墩墓的分布与特点，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李山寨·古城墙遗址 为阻海区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仙岩街道李山村李山寨山山顶，是古代瑞

安通往温州的交通要道。始建于徽宗宣和二年( 1121年) ，现存营寨和城墙遗址。寨墙石块垒砌而

成，营寨居高临下，三面悬崖峭壁，地势十分险要。遗址是北宋方腊起义所设的关隘，属古代军事

防御设施，为研究北宋时期的温州提供了重要的史实资料。

实际寺 为阻海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茶山街道罗丰村。始建于宋代，寺宇兰进，前为山

门，中为天王殿，后为大殿，两厢各有楼室二间。院前石刻匾额，题有"五美园"三字。元时山门

遭失火焚毁，不久修复。"五美园"内有观音洞、金锁岭、瞿丝潭、顾公洞、莲花岩等景点。

龙井宫 为ß&:海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泽雅镇大石埠村。始建于明嘉靖年间( 1522-

1566) ，年久失修，清同治六年( 1867 )重建。殿宇建筑为单层石结构，石殿面阔三间，明间进深

五柱八槽，两金柱之间高五架梁。宫旁设有龙进佳驿、龙进会所、望龙亭等观光设施。

南朝窑址 为南朝时期瓷器遗址，属阻海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三埠街道棒吞村。面积约

650平方米，堆积层厚约0.5米，产品有古罐、杯、碗、钵、器盖等。胎质灰白、厚而致密，袖色淡

青，纹饰线条纤细、婉转流畅。装烧方法为支钉间隔明火叠烧。

四、风景名胜景点 三埠1显地生态园、景山公园、八仙岩、白云山

三埠湿地生态园位于三坪街道，素有"城市绿肺"之称。政府近年陆续投入巨资，建成温地

生态园。园内七仙桥为省内市政类单跨最大拱桥，五福源用不同风格的五座桥连接五座小岛，另有

牡丹园、五址莲馨园、灌龙居、习近平亲植榕树等佳景。

景山公园 为生态休闲型森林公园。位于阻海区北部，景区内分布有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正和堂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东回王墓，还分布有唐代名寺护国寺和宋代道观紫霄观等多处名胜古

迹。近年又兴建了各专类植物园、动物园和休闲娱乐区。

八仙岩 俗称岩亲爷庙，位于瞿溪街道炮台山北麓。始建于宋代，清嘉庆间重修。相传吕洞宾

等八仙会集于此，奕棋酌饮，故名。清同治元年( 1862 )太平军曾在此驻扎并与清军激战，庙内有

太平军驻八仙岩纪念碑。

白云山 位于阻海区中部偏东，满山林木郁郁葱葱，古道依山而上。山中有元量寺、伴云道观

等古刹，屹立着红十三军烈士纪念碑。近年依托人文风光资源和森林资源，建成以动物养殖、生态

种植和休闲度假为主的白云山农业观光园 O

五、民情风俗瞿读"二月初一"会市、周番挑花灯、茶山杨梅节

阪海辖境，古为困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浓厚，民间习俗乡土气息浓郁，地方特色十分鲜明

影响大的有如下几项:

瞿溪"二月初一"会市 古镇瞿溪水路交通便利，旧时为瑞安湖岭，阻海泽雅纸民所产屏纸的

集散地，后逐渐成为浙南商贸重地。清嘉庆年间开始，定农历二月初一为集市之日，以庙宁为中心

展开各项民间活动，故又称之庙会。每年这一天，各地民众云集，在庙前搭戏台，沿街设摊经营交

易，涉及耕牛、农具、木制品、竹制品、花卉、服装、书籍、书画、饰品、日用品、美食等，进行

戏曲、杂技、魔术、歌舞等形式多样的文艺表演，并精心打造"拦街福诚邀各方宾客。当日，

瞿溪大街小巷人声鼎沸，行人络绎不绝，摩肩接踵，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大家都来选购自己中意

的土特产、农副产品、日用商品……同时，品尝传统小吃，家家户户置办酒席招待四方来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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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持续数天。 此会市民俗被列为第二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周番挑花灯 此民俗活动至今已有六百余年历史，为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 每年农

历正月十三这一天，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伴随着鞭炮锣鼓声，数以千计的各式花灯汇集到周番。晚

上，花灯队、鼓乐队、 "马道"队，组成数百米长龙似的巡游队伍，在各山村巡游。 人如潮，灯如

海，场面极为壮观。花灯长龙所到之处，户户人家点燃篝火，连放鞭炮，祈福新的一年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

茶山杨梅节 茶山盛产杨梅，其丁香杨梅红盘绿蒂，酸甜可口，是中国四大精品杨梅之一。 每

年五六月间，满山杨梅红紫熟透，乡民择吉日邀请亲朋好友，上山随意采摘，品尝杨梅。 又置办酒

席招待，选精品杨梅赠送来客，来客亦买礼品回赠，从而加深情谊。 近年有关部门年年组织"茶山

生态杨梅文化旅游节开展精品杨梅评比、 "大胃王"吃杨梅比赛、杨梅产业研讨等活动。此习

俗自茶山盛产杨梅便已形成，历史悠久，至今深受人民群众喜爱。

六、土特产品 回海阻柑、丁番杨梅、茶山"黄叶早"

阻海阻柑 阻柑是温州市与~a塑、~绣、 ~a剧同列的四阻特色产品之一。 鲜果味甘而微苦，极

耐储藏，产量丰稳，具有保健功效。 常食阻柑能清热毒，解丹石毒，止暴渴，利咽喉。 唐高宗上元

元年(公元674年) ~新唐书 》 就有"温州永嘉郡土贡柑桔"的记载，宋元明清时均被朝延列为贡

品。 阻海区是因柑的原产地，具有有二千四百余年栽培历史. 2003年被评为中国阻柑之乡. 2006 

年12月获得国家原产地域产品保护。

丁番杨梅 原产茶山丁番， 清光绪间"旧志"就有 "土产杨梅，今出茶山者味尤胜"的记载，

是温州市民老少皆知的特产品种。 丁香杨梅是浙江省杨梅四大良种之一，该品种果大、色紫黑，

鲜食品质极佳，最大的特点是果柄特长，享有"红盘绿蒂"之美誉，是杨梅品种里最优良的鲜食

品种。 2003年评为"中国杨梅之乡大罗山牌杨梅连续两届荣获"浙江省十大精品杨梅"称号，

2∞8年丁番杨梅通过了国家原产地产品保护，制定了国家级标准。

茶山"黄叶早" 阻海黄叶早属温州市四大早茶品种之一，原产自茶山，是省内最早发芽的茶

树品种，为国内珍贵的特早生茶树良种。该茶外形扁平、挺平光削、色泽绿翠油润、香气清鲜嫩

香、滋味鲜醇、汤色嫩绿，叶底明亮、嫩匀成朵。在2003年获浙江省龙顶杯名茶评比银奖、连膺第

二、三届国际名茶评比银奖，在首届温州市早茶拍卖会上以最高价夺魁. 2003年获浙江省省名茶评

比一类名茶奖。

七、回海区风景旅游管理机构

根据2001年 12月区机构改革方案. 2002年6月， 区人民政府批准区风景旅游管理局职能配置 、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区风景旅游管理局是区政府主管风景旅游工作的直属事业单位。

主要职责

(一)宣传、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风景名胜和发展旅游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研究编制全区旅游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长期规划、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和年度目标，并组织实施

和检查指导。 负责全区旅游业的宏观管理，指导旅游业结构调整 、 市场体系培育、经营管理体制改

革;参加旅游交通、食宿等配套设施网络以及其他重点旅游建设项目的宏观指导。

(二)负责编制申报全区旅游发展资金的投资计划，建立旅游开发招商引资项目库，引导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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