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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些地方，能发现安徽别样之美
我省“岁月余味体验点”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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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走边看

星报讯（记者 董艳芬） 未来由现在缔造，现
在从历史走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从省
旅游局获悉，由上海市旅游局、江苏省旅游局、浙
江省旅游局、安徽省旅游局共同推出的长三角城
市群“岁月余味”体验之旅活动圆满落幕。该活
动通过挖掘长三角地区的老城区、老洋房、老厂
房、老运河、老码头、老仓库、老弄堂、老街巷、老
庭院、老字号、老味道等历经岁月沉淀的风貌建
筑和人文风情，让中外游客深度感受和体验独具
江南魅力的吴越、徽州和海派文化，在旅游过程
中发现美、享受美、传播美，延展“文化记忆”传承
时间，拓宽“文化遗产”旅游空间。

据了解，安徽“岁月余味”体验之旅由安徽省旅
游局牵头组织，充分挖掘、整合安徽省旅游资源，全
面发掘遴选“岁月余味”体验点与老房子特色餐厅。

从岁月中找寻“物载变迁”，在文化积淀中感
悟“情怀永远”。从城市记忆之余味、运河遗产之
余味、故乡情深之余味、舌尖幸福之余味的不同
维度，呈现安徽文化旅游的诗意与精粹。

省旅游局通过主题体验的实地采风与社交
网络的线上互动，让洋房院落、寥落码头、昔日巷
陌的足迹、大河辽阔的帆影、古韵民俗中的传世
味道，引发一次次情怀的共鸣。

按照地域性、惟一性和体验性标准，经长三

角城市群“主题+体验”系列旅游产品领导小组
多轮遴选，最终评选出 10 个“岁月余味”体验之
旅示范点和5个老房子特色餐厅，这些岁月中的
余味融合着新城市、新梦想，凝集着文化的情结，
也让旅游有了厚度和情境。

究竟是哪些地方能发现安徽别样之美？这
份名单一定要看过来！

岁月余味体验点：
问渠哪得清如许（合肥·包河）

市井深处文艺巷（合肥·中隐于市）

甘泉绵长品从容（淮北·临涣古镇）

药都善解千年忧（亳州·北关）

一方豆腐宴春秋（淮南·八公山）

半是沧桑半醇香（芜湖·雨耕山）

水墨落纸雨入沙（宣城·宣纸文化园）

老省会 新皖韵 （安庆·桐城/菱湖）

古城 古街 古坝（黄山·徽州古城）

中街流水画中居（黄山·唐模七天井）

老房子特色餐厅：
五味皆在六和中 （芜湖·和府饭店）

还是原来“一品锅”（宣城·绩溪紫园）

灯火阑珊徽韵浓 （黄山·老街第一楼）

唯美“徽”字写意境 （黄山·呈坎德懋堂）

水系源头满芳庭 （黄山·宏达庭院）

早春徒步环湖游
□周本华

冬装还未脱去，季节已迈入了春天的门槛。趁着早
春，去环巢湖大道走走肯定是个不错的选择。

一大早，我邀上妻决定来一次环保之行。我们从上派
乘坐699路公交到严店再转乘698路公交到刘河。刘河地
处巢湖岸边，隶属于肥西县严店乡，虽一直未曾与之谋面，
然心早向往之。

经过不到一小时的车程，我们在刘河街上下了车。眼
前，一条正在修建的道路向东而去。我知道只要一直向前
走，巢湖不会有多远。开挖的路面已被行人踩出了一条光
滑的道来。大约二三华里之后，我们看到了川流不息的车
流、锃亮的柏油路面，还有公路两边林立的标牌，直觉告诉
我，环巢湖大道到了。

迫不及待地迈上环湖大道，蓦然回首，“生态严店，鱼米
之乡”的彩门横跨在入口处，“锦绣田园纵横为画农家乐，壮
阔湖山舒卷成诗游人醉”的对联直抒胸臆，多美的意境！

公路是红黑两色分出的车道，就像一位衣着亮丽的少
女，让人赏心悦目。刚踏上路面，一行骑着赛车的队伍从北向
南迎面而过，他们是要去五A级景区三河古镇？还是要一直
环湖而行？此刻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是幸福，这群驴友一边赏
环湖美景，闲情逸致，一边锻炼体魄，做着自己想做的事，看他
们轻松洒脱的样子，想必此刻的他们一定最幸福。

我们朝着东北方向走去。路上，有骑着电动三轮的老
者，后箱里坐着孩子，笑容一直写在他们的脸上，或许是要
去幼儿园吧？曾经闭塞的湖边小渔村，一夜间竟然拥有这
么好的等级公路，从而使得坐村拥城，这等风景，真让人羡
慕他们。

湖沿上的风此时暖暖的，分明是一种春的气息。太阳还
在偏东的天空，斜照在被风吹皱的湖面上，波光粼粼的浪涌炽
亮耀眼，看上去像是万盏灯火，又像是群鱼跳跃。站在中国五
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岸边，心胸如立海边般开朗。张开双臂，
来个尽情深呼吸，湿润的、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湖边围起的
水域边，三三两两的人正在静心地垂钓，虽然很少钓起大鱼，
可此时的他们意不在鱼，全然是一种心情。

湖坡南边的脚下是一家家连起的环湖美食村。看那
一个个招牌，就让你浮想联翩。皖味香田园乡土美食、望
湖酒楼、船头酒家、巢湖月·渔家乐、岸上美味源……再看
那菜谱：农家自腌咸鸡咸鸭鹅、土猪肉、各种田园绿色蔬
菜、地方特产点心……无需去品尝，就凭这些字眼足以让
你垂涎三尺。不论你是徒步，还是自驾游，累了歇歇脚，
走进任何一家餐馆，三五好友或是一家人款款落座，店家
倒水上茶，再来副扑克牌，尽情玩上一把，此不成了神仙
才怪。若是想在此留宿农家，夜晚，看湖面船上星星灯
火，赏庐阳八景巢湖夜月，那种心境，又是怎样一种如痴
如醉啊。

一路向前，一座绿色钢构大桥隐约可见，走近一看，那
正是环湖上新建起的派河大桥。而桥下，是我一直想探究
的派河入湖口。派河发源于肥西县中部江淮分水岭，一路
顺流而下经上派至中派、再由下派在此入巢湖。

刚跨过派河大桥，有亲友来电问我在哪，我抬头看一
下位置，面前就是合肥市包河区的界牌，而我一时却不知
应该回答我是在肥西还是在合肥更为妥帖。城乡一体化
的步伐真的太快了，眼前你已无法分清哪里是城市，哪里
是乡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种融合，几乎天衣无缝。
而眼前的界牌此刻只不过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标志而已。

再往前，一大片鹅黄色的草地，一个个蒙古包似鼓起
的山头，儿童们正在尽情地嬉戏，数不清的五彩风筝翱翔
在蓝天。而眼前的鹅黄要不了多久就又将被这春风吹染
成满眼的葱绿，到那时，再来赏玩，又该别有一番景致吧。

前面，花海牛角大圩、万达文化旅游城、巨轮造型的渡
江战役纪念观，像环湖的明珠串成一线，然而这仅是环湖
大道上的冰山一角。环湖大道，一条镶嵌在巢湖岸边的金
色项链，拥抱了多少人的美好向往。大湖名城，创新高地；
环湖而居，泽水为邻。决策者远大的胸襟和气魄，托起了
一座大气磅礴美妙绝伦的滨湖新城。

寻梅探春
□解光文

3 月 2 日，游人在合肥植物园的梅花丛中拍
照、赏梅。随着天气转暖，从大蜀山麓到匡河岸
边，从天鹅湖畔到滨湖湿地公园，合肥周边的梅
花竞相绽放，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赏梅，感
受融融春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