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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锐 记者 祝亮

哪里才是到合肥非去不可的景区？哪里才是合肥拿得出手的文化旅游胜地？缺少旅游名片一直是合肥人长
久以来的心病，拥抱巢湖后的合肥旅游开始找到了底气，似乎逐渐找到了答案……今年合肥市两会上，多位政协委
员仍将关注度放在旅游，尤其是环巢湖旅游方面，并呼吁把中庙姥山打造成合肥旅游必去之地。

星报讯（孙锐 记者 祝亮） 1 月 17 日上午，合肥市
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正式开幕，会期共4天半。

今年618名市政协委员全部驻会
合肥市政协秘书长袁文长告诉记者：“为了减少公

车的‘来回接送’，今年 618 名市政协委员全部要求驻
会。”据悉，本次会议是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后第一次大
规模的会议，为了保障委员们能集中精力开好会，减少
公车“来回接送”，要求全体委员住在驻地。

会议期间，还将督促未到会委员及时参会，保证
到会率。“为了减少会务支出，原则上工作人员不安排
住宿。会议期间，我们也会对委员开展现场突击检
查，如果碰上‘推门人不在’、‘电话无人接’、无故缺席
的情况，轻则给予通报批评，重则以文件形式呈交相
关部门给予处罚。”

去年提案建议超9成正成为现实
去年合肥市政协委员们的提案，正在成为推动城

市前行与进步的重要力量。来自合肥市政协的统计
数据显示，一年来，共提出提案 651 件，经审查立案
635 件。

截至2015年10月，政协提案已全部办理完毕。其
中，所提建议已经落实和正在落实的580件，占91.3%；
因条件限制待研究解决的 48 件，占 7.6%；留作工作参
考的 7 件，占 1.1%。共形成书面主办及会办意见 1500
多份，委员对政协提案办理的满意和基本满意率为
99.1%。

两会消息

合肥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昨日开幕

去年提案建议超9成正成为现实

两会话题

合肥的工业遗产都“去哪了”？
“城市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由于对工业遗产的数

量、分布和保存状况以及对工业遗产价值的认识心中无
数，界定不明，从而导致一些尚未被界定为文物、未受到重
视的工业建筑物和相关遗存没有得到有效保护，使不少工
业遗产首当其冲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如不少始建于
上世纪50年代的工厂在城市建设中被拆除。”

合肥市政协委员许桂宝建议，应尽快制定《合肥市工
业遗产保护利用专项规划》和《合肥市工业遗产价值评定
标准》，依法划定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使历史风格和文化特色得以延续，将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
作纳入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
展中保护”的基本思路，根据现有工业遗产资源特点，制定
适当的工业遗产价值评定标准，应既有限止性和规定性，
强化对不可再生工业遗产资源的保护，又具有适应性和灵
活性，以满足对工业遗产资源利用的需求。

打包公牌，让包公园变“宋城”
“包公故里”这张合肥的旅游王牌多年来一直不温不

火，对此，合肥市政协委员夏冬波建议，要明确现有四大包
公文化核心区的展陈功能，包公祠为展示历史包公区域，
包公墓为展示包公及其家族墓葬区域，清风阁为展示文学
包公区域，浮庄为包公文化体验互动区域。包公园周边建筑
环境改造可以改建成宋式街区，整合芜湖路、宣城路、宁国路，
银河公园、赤阑桥景观，打造合肥宋代文化旅游街区。

他建议合肥市采取“包公＋”的形式，将现有的包公园
控制地带内的安徽省图书馆、合肥市少年宫、省老年大学、
合肥市七中、徽京剧院、小黄梅剧院等老建筑，加入包公文
化元素，用好现有资源。通过改造，在保留现有四大包公文
化核心区同时，利用现有馆舍增加包公史料陈列馆、包公文
物陈列馆、包公书院、包公图书馆、包公讲坛、包公剧院、包
公影院、包公文化动漫园等，形成包公文化多功能陈列、讲
授、教学、体验、演艺、歌舞、动漫、娱乐等包公文化集聚区，
方便游客参观、互动和体验。这样可打造成包公文化展示
的一个新亮点，展现出与包公园相呼应的包公文化底蕴。

柘皋古镇可建民俗馆
保留原汁合肥味

“最能代表合肥民俗文化的是环湖 12 镇之一的柘皋
镇，其民风民俗保存得较为完整。”民革合肥市委的政协委
员举例：柘皋“四大早茶”兴盛了 400 年，柘皋早茶仍保留

“4大件”习俗，分别是：鸡蛋锅贴、炒面皮、三鲜锅巴和凉拌
干丝；柘皋镇是闻名于江淮大地的峏山杨氏妇科医学世家
之故里……柘皋的民风民俗不胜枚举，诸如柘皋民歌，柘
皋灯会，婚礼风俗，夏至节，过太平桥，过年守岁等等，无不
彰显浓缩了合肥民间的民俗文化。

民革合肥市委呼吁政府相关部门，尽快筹办民俗文化
馆办事机构，规划、设计、论证馆图馆址，以留住合肥这块
土地上先人史来所创造文化的根脉。建议民俗馆建造地
址应选择在千年古镇柘皋。

哪里才是到合肥非去不可的景区？
委员建议可把中庙姥山打造成合肥旅游“颜值担当”

巢湖旅游方面

西湖是全国闻名的旅游胜地，而巢湖面积大很
多，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将巢湖打造成一个

“大西湖”，不是没有可能。
民建合肥市委的政协委员认为，环巢湖旅游资

源应该进行整合，可以组团打包申报 5A 景区。自
从行政区划调整之后，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成了

合肥市的内湖，水质治理工作也见成效。可论知名
度，和杭州的西湖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但从先天条
件看，巢湖的基础可以说一点也不比西湖差，巢湖
周边的景点有几十处，亟待将这些旅游资源整合开
发，深入挖掘当中的历史和文化，通过一些文艺作
品与景点进行串联。”

建议一：巢湖旅游资源可打包冲“5A”

“不仅要把环巢湖旅游建成一个生态走廊，而
且要建成一个历史文化走廊，在自然生态‘画布’
上，描绘出历史文化‘画卷’。”

民建合肥市委的政协委员呼吁，在环巢湖旅
游建设过程中，不要认为农民自建房杂乱无章。
其实农民对建房极为慎重，既要满足舒适实用功
能，兼顾防洪防火防盗等安全要求，又寄托着房
主人的梦想和祈求。选择何时建何地建大有讲

究，大门朝向和构造细节各有寓意，按照当地风
俗还要举行盛大的上梁和上庄仪式，这些都有着
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很多自然村落是通过不
断的历史演变，沉淀了村民祖祖辈辈延续的智慧
和创造。“我认为，保护古村落无需大动干戈、劳民
伤财，只要稍作‘修剪点缀’，恰到好处，重点是做
好配套设施和环境整治，便可立刻化腐朽为神奇，
切莫画蛇添足。”

建议二：沿湖民宅不能大拆大建，应“修剪点缀”

去厦门一定会去鼓浪屿、去哈尔滨一定要去太
阳岛、去济南必须游趵突泉……那么，来合肥非去
不可的核心景区在哪里？

民建合肥市委的政协委员认为，环巢湖旅游资
源丰富、类型多样，有山有水有温泉，集聚了合肥最
宝贵的旅游资源。环巢湖旅游必须要有一个甚至
多个核心景区，在“十三五”期间突出核心景区建
设，对于提升环巢湖旅游开发的深度、广度、知名度
至关重要。“环巢湖有自然和人文景观近百个，无论
从自然生态条件、厚重人文历史资源还是现在的基

础条件和人气指数，中庙姥山岛区域是无可替代的
‘金’字招牌，完全也应该成为环巢湖风景区的形象
大使，建议作为核心景区打造。”

民建合肥市委建议，加大中庙至四顶山、黑石
嘴一带旅游开发力度。做大渔火节等传统节庆活
动，并且引进一批大型游乐项目，提升旅游带动能
力，同时建设相应的旅游服务配套设施，如大型旅
游码头、大型演艺广场、大型停车场、大型游乐场
等，提高旅游接待能力，形成与姥山岛相呼应、相延
伸、相配套的旅游项目和旅游服务。

建议三：中庙姥山可打造成合肥旅游“颜值担当”

文化遗产方面

巢湖风光（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