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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送爽，美丽时节。10月27日，以“迎客长三角 康

养在池州”为主题的长三角康养旅游嘉年华暨池州养生

“硒”游季活动在安徽池州开幕。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厅

长袁华、池州市人民政府市长操龙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周明洁、池州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贾瑄登台为考察活动代表授旗。

本次活动是安徽省首次联动长三角举办的康养旅游

嘉年华，活动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池州市人民政府主

办，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文

化和旅游厅共同协办，旨在打造集宣传康养旅游资源、发

展康养旅游产业、促进康养旅游投资、推动农旅产品展销

于一体的嘉年华活动。 □ 记者 周玉冰/文 高斌/图

新时代 新驱动 创建康养新标杆
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袁华在致辞中指出，实现长

三角旅游新升级，打造长三角康养旅游版图，其时已至。

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强化落实，凝心聚力，积极共建，

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奋勇争先的使命感，将康养旅游建

设成为长三角地区旅游行业的样板和标杆！

池州市人民政府市长操龙灿代表中共池州市委、池州

市人民政府以及热情好客的池州人民对参加本次活动的

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表示，池州作为长三

角城市群中的一员，一直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旅

游资源大力发展康养旅游，与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业界长期

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和合作。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进一步

推进健康与生态、旅游、文化、养老、运动休闲、农业融合发

展，全力打造康养旅游池州品牌。

好项目 好产品 康养发展新突破
在“健康中国”国家战略背景下，康养旅游已经成为新

常态下旅游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活动现场推出了 12

条长三角康养旅游精品线路：上海中医康养之旅1日游、怡

静古镇 毓秀川沙之旅1日游、长兴韵味3天2日游；江苏扬

子江绿色旅游精品线、大运河文化旅游精品线、沿海旅游

新干线；浙江金华“中医文化”养生之旅、丽水“田园山水”

生态之旅、温州“绿色氧吧”呼吸之旅；安徽皖南森林康养

旅游线路、环巢湖-大别山温泉康养旅游线路、皖北中医药

康养旅游线路。并且现场首次提出池州康养旅游品牌

“硒”游季IP，发布了5条池州康养旅游线路。这些康养旅

游线路的发布，专为游客周末或小长假出游需求而设计，

充分展示了长三角的康养旅游资源和地域文化特色，让游

客的出游变得更方便、更省心。

新模式 新示范 康养资源新推介
据了解，本次嘉年华活动总体采取“1+N”的模式举

办。“1”是长三角康养旅游嘉年华暨池州养生“硒”游季开

幕式。“N”是指“生态池州 养生之城”康养旅游考察、长三

角康养旅游资源对接会、央视《地理中国》栏目走进池州、

“池州礼物 富硒予你”农旅产品云展会、大型舞台剧《千年

傩》演出、长三角民歌邀请赛、“池州消费季”惠民活动及由

各县区组织开展的配套活动，全面推介池州和长三角康养

旅游资源和产品。活动最后，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袁

华、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程梅红、江苏省文化和旅

游厅副厅长李川、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戴言、

池州市人民政府市长操龙灿登台，共同为长三角康养旅游

嘉年华暨池州“硒”游生活季活动启动！

星报讯（记者 唐朝） 记者昨日从安徽省自然资源

厅了解到，在“十三五”期间，全省共发生地质灾害 1767

起，直接经济损失 9476.1 万元。5 年间，全省提前转移

94067户、332120人，成功避险53起，避免了105户、323

人因灾伤亡，避免经济损失 6030 万元，实现全省连续 5

年无人员因地质灾害死亡。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我省累计排查地质灾害隐患

点 38751 次，新增隐患点 2360 个。2019 年，安徽省自然

资源厅对我省32万多处切坡建房情况进行了全面排查，

共排查出具有危险性切坡建房 21627 处。今年夏季，我

省大别山区、皖南山区遭受多轮强降雨，其间新增具有危

险性的切坡建房隐患点1140处，累计具有危险性切坡建

房隐患点22767处，根据分级治理原则，已全部纳入地方

乡镇人民政府统一治理计划。

记者了解到，目前，安徽省已实现了自然资源、气象、

水利共 3854 个雨量站数据共享和地质灾害自动化预报

预警。“十三五”期间，全省共发布地质灾害黄色以上预警

1982 次，及时避险转移受威胁群众 94067 户 3.32 亿人。

今年以来，全省累计发布地质灾害黄色以上预警564次，

及时避险转移受威胁群众12631户33235人。

此外，5年来，通过全面开展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工程，

安徽省省级财政共投入地质灾害防治资金 4.12 亿元，实

施工程治理项目 127 个，完成搬迁避让 4134 户，使 2.09

万人彻底摆脱了地质灾害威胁。

16市政府规章
将迎常态化“体检”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昨日，记者从省司法厅

获悉，根据近日印发的《安徽省设区的市规章质量评

估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今后我省每两至三年就

会组织一次16市政府规章“体检”工作。

据介绍，2015年以来，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我

省 16 个设区的市全部获得地方立法权。各设区的

市政府积极履行行政立法职权，共制定政府规章

135 件，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城市建设管理、促

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但是，由

于立法经验不足、立法专业人才缺乏、行政立法体制

机制不完善等原因，设区的市行政立法质量还不高，

备案审查中也发现少数规章超越立法权限，少数规

章内容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为了提高设区的市立

法质量，鼓励行政立法工作创新，加强对设区的市行

政立法工作的指导，今年，省司法厅探索对设区的市

规章质量进行评估。

关于评估的对象和周期，《办法》明确，虽然设区

的市司法局也起草和审查地方性法规草案，但是由

于立法职权的原因，地方性法规由人大及其常委会

审议、颁布，所以未将其列为评估对象。而市政府规

章是由市司法局起草和审查的，所以，将评估对象界

定为各设区的市政府颁布的规章。评估周期原则上

每两至三年组织一次，主要考虑过去 5 年内 16 个设

区的市平均年颁布规章30余件，两至三年可评估的

规章文本约60至100件左右，可以保证参与的评估

对象，有一定的广泛性。

关于评估指标，记者注意到，《办法》从立法的技

术标准、政治法律标准、符合客观实际标准等方面进

行了全面的要求。规章名称应当规范、准确、精炼；规

章结构应当逻辑清晰、层次分明；语言表述符合法律

语言和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条款表述符合立法技术规

范；规章内容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和上位法，与有关规

章相协调；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循公序良俗；

符合本地情况和实际需要，能够正确处理分歧意见，

能够有效解决实际问题；规章设定的制度规范明确、

具体，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可执行性；审查制度完善，组

织机构健全，工作机制健全，立法程序符合规定。

通过评估，省司法厅将对制定优秀规章、体现立

法创新的规章的单位，进行通报表扬。发现有违法

的内容，也将通过一定的形式，督促机关整改。

“走了，这条船跟了我们十几年，真舍不得，走了

……”这段视频的故事发生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一艘渔船

正缓缓开出一个叫薛家洼的“凹”形渔港前往指定船厂拆

解。录视频的，正是渔船的主人——三姑娘。三姑娘本

叫陈兰香，但在身份证上却写着“三姑娘”：“过去渔民都

不识字，办身份证的人来的时候我不在，别人说叫我三姑

娘，就这么登记上了。”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在马鞍山这

座长江折为北上流经的城市，去年5月，三姑娘一家告别

了几十载的船上生活，开启了人生新的转折。今年以来，

长江沿岸几十万渔民也陆续退捕上岸，长江流域重点水

域将迎来为期十年的禁捕期，也将开启一个新的转折。

近日，记者走进马鞍山，实地观察这里长江禁捕退

捕工作的经验和启示。

“帮渔民转产就业，这不是简单拿出多少个岗位就

能解决的。渔民多年水上生活，有些岗位干不了、有些不

习惯，经常干了几天就干不下去了。真要做到‘稳得住’，

工作必须做得细致，要一户一策，动态跟踪。”马鞍山市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陶有祥说。的确，虽然渔民退捕早在去

年 7 月底就已完成，但时至今日，对马鞍山来说，花费精

力最多的还是稳定渔民就业。为此，他们建立详细台账、

支持创业、推动企业招录、开发兜底岗位等，创新了一系

列方式帮助渔民充分就业。到目前为止，马鞍山市需转

产就业5175名渔民，转产就业率已达97.2％。

“禁捕一年多，长江生物恢复了不少，有些人又开始

铤而走险。特别是4月刀鱼季、10月螃蟹季，是偷捕的高

发期。”9 月 26 日深夜，马鞍山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

支队长夏德军又开始了全天候轮值带班的长江巡查。

源头上严防守，在下游加强市场监管，斩断非法捕

捞产品的流通链。如今，马鞍山1000多家餐饮门店都签

订了拒绝售卖江鲜的责任书，大街小巷、餐馆商超，“拒绝

江鲜”“长江禁捕”的公益广告随处可见。

到 2022 年，马鞍山计划建6000 亩“捕转养”水产养

殖基地，直接和辐射带动退捕渔民300户1200人以上有

序进入水产养殖业。“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在马鞍

山这座因长江而留下太多诗句的城市，江水自天门山开

始折而北上，浩浩奔流。地理风貌上的这段长江转折处，

率先吹响了禁渔的号角；而十年禁渔的抉择，也必将成为

长江在历史关头的一次关键转折，自此开启生态环境修

复、民族永续发展的新征程。 □ 据《农民日报》

迎客长三角，康养在池州
长三角康养旅游嘉年华暨池州养生“硒”游季成功启动

□中央媒体看安徽

在长江转折处开启新征程
——长江禁渔马鞍山经验观察

“十三五”期间全省发生地质灾害1767起

安徽连续5年无人因灾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