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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背景：

“文化强省”战略，离不开对巢湖文化
的挖掘研究

巢湖流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底蕴厚重，内涵
丰富，是中华文化的肇始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具
有品牌文化的内在要素和外在张力，可以打造成安
徽又一座文化地标。

巢湖文化，是地域文化概念，即巢湖流域文化
之简称，它是以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为核
心，周边辐射着33条河流，北起江淮分水岭，南到长
江北岸，西至大别山麓，东与滁河流域接壤，面积
1.35 万平方千米，涉及 14 个县（市、区）。巢湖流域
孕育了一方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仅就目前研究成
果来看，它有着诸多的文化名片。如：距今 30～40
万年的“和县猿人”及20万年前巢湖“银山智人”遗址；
凌家滩大遗址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处新石
器时期的远古文明,被列为中国100处考古遗址大发
现之一；有巢氏“构木为巢”，引领人类从穴居走向巢
居；这里是红色文化的重要基地，无为新四军江北指
挥部、庐江新四军七师司令部旧址、肥东渡江战役总
前委旧址，以及以李慰农、李克农、张治中、冯玉祥等
为代表的众多革命前辈故居、纪念场馆等。

省民盟认为，巢湖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实施“文化强省”战
略，离不开对巢湖文化的挖掘研究、传承弘扬和开
发利用，其蕴涵的爱国、为民、创新、奋斗、担当等精

神，无疑对增强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树立文化强省、
强市的信心决心，提高安徽及省会合肥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教育激励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巢湖文化”研究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据悉，“巢湖文化”研究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正

在展示巨大的生命力影响力，10多家研究机构相继
成立。

十多年来，每年定期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有：有
巢氏、范增、周瑜、启母、焦母、三国等，累计召开专
题研讨会数十场，在省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省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十余年撰
写论文 500 余篇；出版书籍有《巢湖文化全书》（10

卷400多万字）《远古巢湖》《中华始祖有巢氏》《环巢
湖民间传说》《巢湖文明的记忆》《巢湖故事》《巢湖
非遗》《巢湖民歌风韵情》《环巢湖之旅》《范增史料
集》《三国名将周瑜》等50多部。

◎观影分析：

“巢湖文化”竟“藏在闺中无人识”
“巢湖文化”这样一个优秀的文化品牌及其研

究成果，竟然“藏在闺中无人识”，目前只是停留在
一些专家学者的论文专著和学术研讨中，并未引起
上级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自身研究发展确实存在
诸多问题和差距。

省民盟调研发现主要原因包括：研究平台层次
较低。研究机构小而散，缺少在全国有影响的高端
研究机构和人才，研究成果难以扩大影响；研究经
费缺乏保障。除三个学院之外，大多没有得到政府
专项经费支持，难以为继；研究成果难以转化。

◎观影建言：

成立省级巢湖文化研究会
省民盟建议：地域文化研究是地方文化建设的

重要基石。建议成立省级巢湖文化研究会。广泛吸
纳全国高端研究人才介入，扩大研究成果的影响力
和认同度。同时，加大经费投入。省级巢湖文化研
究会属于非盈利社会组织，缺少创收能力，有关部门
可以从事业经费中给予必要支持，或以研究项目、政
府购买服务等形式给予支持。

建有巢氏文博园，打造文化广场
省民盟建议：可以借鉴陕西省纪念祭拜黄帝陵

的模式，建设有巢氏文博园，打造有巢氏文化广
场。有巢氏构木为巢实为最早的民生工程，被公认
为中华第一人文始祖，有巢氏最近被省政府批准为
第五批省级非遗，下一步还将申报国家级非遗，这
一金字招牌安徽独有，具有巨大开发潜力和价值，
可以编制旅游文化项目，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再就是应通过多渠道多方式宣传，让“巢湖文
化”乃至“安徽文化”走向全国，蜚声海外。

影片名称影片名称：：冰川时代冰川时代
关注内容关注内容：：巢湖文化的挖掘和推广巢湖文化的挖掘和推广
推荐指数推荐指数：：★★★★★★★★★★

▋记者 祝亮两会大片

民盟安徽省委：

打响巢湖文化品牌 打造安徽文化高地

内容简介内容简介：：
在冰河纪这个充满惊喜与危险的蛮荒时代，因为一名突如其来的人类弃婴，让三

只性格迥异的动物不得不凑在一起，尖酸刻薄的长毛象，粗野无礼的巨型树獭，以及诡
计多端的剑齿虎，这三只史前动物不但要充当小宝宝的保姆，还要历经冰河与冰山各
种千惊万险护送他回家。终于有一天，他们来到了巢湖岸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