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③ 9月 23 日，砀山县举办“酥
梨王” 评选活动，60 多家农业
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
大户精选酥梨参与角逐， 砀山
县双赢水果专业合作社种植的
重达 1290 克 （约 １．３ 公斤 ）的
酥梨荣获“酥梨王”称号。

本报通讯员 崔猛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摄

② 蒙城县注重传承农耕文
化，涵养文明乡风。 图为近日
该县市民在立仓镇农耕文化
园游玩。
本报记者 武长鹏 胡娅莉 摄

④ 乾隆湖风景区是一座位于濉溪老
城的重要地标。 国庆期间，景区开展的
水上运动表演等活动， 营造出喜庆、祥
和的节日氛围，受到游客青睐。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黄鹤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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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赵怀勇
本报记者 安耀武 文 ／图

5万亩瓜果园 邀您采摘

“带孩子来采摘，能让孩子懂得珍惜劳动，也
增长水果种植的知识，这样的乡村游很开心。 ”10
月 2 日，在临泉县滑集镇，游客王秀真对记者说。

进入 9 月，在滑集镇南杨小庄村，李军试种的
12 亩红心火龙果迎来了首个收获季。 一拨拨专程

前来采摘的游客让这个平时沉寂的小村庄热闹起
来。 李军说，搞采摘活动，既能免去自己向市场推
销的麻烦，也能让游客体验到乐趣，一举两得。

在滑集镇，梨子也是特色水果之一。两千亩梨
园，或老干虬枝 ，或新枝独秀 ，果实累累 ，香气四
溢。 采两筐新鲜水果，在梨树下合影拍照，或者拍
一段抖音，那高兴劲甭提了。 目前，滑集镇已发展
成桃、梨、葡萄、火龙果等特色水果种植基地 5000
多亩，形成“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共赢的良
好局面。

在迎仙镇钟庄行政村，猕猴桃采摘园里也是游

人如织。 这里种植的 400 多亩红心猕猴桃。 游客李
红说：“我特别喜欢吃红心猕猴桃， 自己动手采摘放
心，还有一种成就感。 边吃边玩儿，感觉很放松。 ”

目前， 遍布临泉乡村的瓜果采摘园已达 200
多个，面积 5 万多亩。 春尝樱桃、李子、草莓，夏摘
桃子、梨子、葡萄，秋吃枣子、柿子、石榴。水果种植
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游客采摘更增添
了果园里的笑语欢歌。

大面积湿地和花海 赏心悦目

走进临泉县高塘镇戴桥自然村的鹭鸟洲湿地
公园，只见沟河交错，树木繁多，鹭鸟翔集。 据了
解，这里栖息着 5 万多只鹭鸟，是安徽省“爱鸟护
鸟模范村”和“省级生态村”。

鹭鸟引来八方客。国庆假期，当万只鹭鸟在晨
曦中飞舞、在晚霞中齐鸣时，成群结队的游客驻足
观看，享受着天人和谐、悠然忘机的身心愉悦。

在滑集镇靳桥村，300 多亩松果菊竞相绽放，
犹如天上的云霞飘落在人间。花香四溢中，游客纷
至沓来，在花间驻足穿梭 ，闻花香 、赏花容 、追蝴
蝶、留倩影，沉醉于美景之中。

这片松果菊是由村民闫鑫种下的。 多年在外
打拼后，闫鑫返回家乡，创办了安徽玉健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流转土地发展药材种植。松果菊是一种
常用中药材，市场上很受欢迎。 闫鑫告诉记者，松
果菊一年内在 7 月和 10 月有两次采收，每次开花
可以持续两个月的时间，每亩地的产量近 3500 公
斤，亩均效益 12000 元，在带动乡村旅游的同时，
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此外，田桥街道的向日葵花海，宋集镇的“柳
家花园”荷花基地，陶老乡的莲藕种植基地，也各
具特色，让游客们深深陶醉，尽享美好。

特色体育和杂技小镇 好戏连台

每逢周末或节假日， 临泉长官杂技小镇便成
了欢乐的海洋。广场上、街道边，柔术、车技、口技、
顶碗、走钢丝、变戏法、舞狮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肘阁抬阁等，轮番上演，精彩的演出博得众人
的阵阵喝彩。

而在杂技剧场内，女子绸吊、双人空中技巧、
空中飞人、魔轮飞球等惊险节目，更是让游客惊叫
不断。

长官杂技小镇是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项目
以山陕会馆、 花戏楼、 育才阁等古建筑为建设重
点，结合阁、馆、寺、街、河、塘等主体元素，融入当
地杂技文化表演及清真文化内核，建设杂技剧场、
杂技博物馆、杂技小院、杂技学校、十二生肖博物
馆、清真回民街等。当杂技、美食与特色文化一体，
长官就成为深受游客喜欢的特色小镇。

杂技小镇运营负责人王小波介绍，中秋节、国庆
节来临之前，杂技演员们就已经提前排练，力争为广
大游客奉献更多精彩节目。 节日期间，还有清真美食、
特色产品奉上，努力让游客玩得开心、吃得放心。

在临泉县乡村，深受游客青睐的，还有姜寨的
木一博览园。这个集姜太公历史文化博览园、国家
森林公园 、 国家休闲运动特色体育小镇 、 国家
AAA 级旅游风景度假区、红色教育基地等功能为
一体的特色小镇， 是广大游客赏花钓鱼、 休闲度

假、体验大自然原生态之美的首选之地。这里曾多
次承办全国大型户外游泳比赛、钓鱼比赛。

众多红色纪念场馆 生动呈现

临泉县老集镇、韦寨镇、长官镇等乡镇的红色
纪念场馆，家长陪着孩子，老师带着学生，三五成
群亲朋好友一起，领略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领悟
红色基因的强大力量。红色旅游的兴起，给临泉旅
游业带来勃勃生机。

临泉县是一片革命热土，因地处皖豫边界、区
位独特， 党的早期革命者在这里留下厚重的红色
足迹，张蕴华、魏野畴在这里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活
动，领导“四九”起义；刘邓大军从大别山转战出来
后在临泉休整 88 天，播下了革命火种。 丰富的革
命资源，为发展红色旅游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来，临泉县累计投资 5200 多万元，先后
建设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 魏野畴
烈士纪念馆、 临泉县党史馆、 张蕴华烈士纪念馆
等，精心设计布展，建立专业讲解员队伍，吸引了
广大游客前来参观。

临泉县还把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以蜡像、影
视、三息影像等形式展现出来，张蕴华智斗恶霸收
义田，魏野畴牺牲自己救战友，刘邓大军一碗鲫鱼
面、枣树穿衣服等红色故事，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脑
海里，激发着人们对革命前辈的敬仰，也让人倍加
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阜阳市临泉县乡村旅游遍地开花，一处处果园、一片片花海、一个个特色
小镇、一座座红色场馆，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 今年 1 月至 9 月，全县接待
游客 380 万人次，旅游收入 22 亿元———

“皖北旅游”的临泉攻略

亳州
“环线游车”串起多彩城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李鹏

“旅游环线车真是太方便了，不仅省
钱还省时省力。 ”10 月 6 日早上，在亳州
曹操运兵道景点， 刚刚从亳州古城旅

游环线车上下来的游客闫增花开心
地说。

闫增花住在河南省鹿
邑县， 距离亳州市区仅 30

余公里。 “亳州古城的花
戏楼、曹操运兵道等景
点 ， 在河南也很出
名。 ”闫增花说，她
利用国庆长假带
着孩子们过来深
入 体 验 亳 州 历
史文化。

“亳州的景
点比较散 ，之
前 来 玩 都 为
交通发愁 。 ”
闫增花说，让
她感到高兴
的是 ， 今年
国庆长假亳
州 开 通 了 亳
州 古 城 旅 游

环线车，在花戏楼、曹操运兵道与华祖庵
景区之间运行，沿途都是热门景点。

闫增花的儿子郭恒瑞今年上小学六
年级，是个小“三国迷”。在亳州曹操运兵
道景点里的“曹魏文化”布展区，郭恒瑞
向记者谈起自己对曹操的看法：“我认为
《三国志》比较客观，曹操总体上是了不
起的人物。 ”

穿越了曹操运兵道，沉浸式体验了三
国历史……短暂的景区旅游加深了闫增
花和孩子们对曹操和亳州的了解。 坐上旅
游环线车， 他们又朝着华祖庵景区出发，
去感受亳州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

与国内大部分旅游地有固定的景区
不同，整个亳州市是一个“大景区”。 “各
个景点分散在市区，在非封闭状态下，使
用旅游观光车会影响城市交通且带来安
全隐患。”亳州市文旅集团药都国旅公司
总经理助理石晓宇介绍，今年国庆假期，
该公司创新服务模式，开通“古城景区旅
游环线车”“落地散拼”等服务，提升游客
旅游体验和满意度。

亳州通过租车 、包车 、旅游专线等
多种形式实现旅游资源的整合，打通景
点、酒店、饭店的“最后一公里”。 游客只
需一个电话，当地的旅行社就会为游客
科学制定旅游方案，满足游客个性化旅
游需求。

蚌埠
“城市记忆”变身新地标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本报通讯员 陈昂

日前， 由蚌埠市原宝兴面粉厂升级改
造而成的蚌山区图书馆正式开馆， 国庆期
间吸引周边不少群众前来“打卡”。

沿着蚌埠市朝阳路一路前行， 一处白
色方形拱门映入眼帘，院内红砖青瓦，书香
四溢， 蚌山区图书馆即坐落于此。 国庆假
期，该馆在休闲展览厅举办“城市记忆展”。
老火车站、大塘公园、淮河码头一角、二马
路……一张张老街老景反映城市变迁 ，让
来参观的群众产生情感共鸣。

蚌埠这座老工业城市， 历史上不乏机
声隆隆的高光时刻。 据介绍，宝兴面粉厂创
建于 1928 年，现存厂区内有不少早期建设
的厂房和铁路，时代特征明显，2005 年被列
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想通过对老建筑的再利用， 带动
这一带特色文化街区建设。 ”蚌山区文旅局
副局长刘菲菲告诉记者，在尊重宝兴面粉厂
工业遗址原有的外貌风格、空间布局、结构
特点基础上，蚌山区政府按照国家二级馆标
准建设图书馆，分设书库、多功能厅、儿童
区、老人区及休闲展览区。 “我们目标不仅是
让老建筑具有城市阅读空间功能，还将通过
各类展览展示活动，聚人气，增名气，打造蚌

埠文化旅游新地标。 ” 刘菲菲说。
近年来， 蚌埠市大力整合特色历史人文

资源，培育文化和旅游产业新亮点。 如禾泉小
镇项目进入2019年全国优选文化和旅游投融
资项目,“湖上升明月” 古民居博览园、大
明文化产业园、中华玉博园3个项目进
入文化和旅游部产业项目服务平
台，三汊河国家级湿地公园等8
个项目进入全省“512”旅游
重点项目建设工程。 蚌埠
提升文旅能级，已建成
40个景区停车场、30
个游客接待中心、
161座旅游厕所
等旅游基础设
施； 打造珠城
风 光 之 旅 等
16条一日游
线路 ， 休闲
度假之旅等
9条二日游
线 路 、4条
工业旅游
精 品 线
路 、10 条
四季赏花
线路。

金果飘香时节，游客在临泉县迎仙镇猕猴桃种植基地采摘。

① 日前，蚌埠市在原宝兴面粉
厂旧厂区基础上升级改造而成
的蚌山区图书馆开馆 ， 吸引周
边群众去“打卡”。

本报通讯员 陈昂
本报记者 孙言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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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传奇皖北”文旅品牌
■ 安耀武

国庆黄金周，皖北旅游人气爆棚。 “传奇
皖北”七大主题线路，让游客充分领略到皖北
的历史、文化、自然和生态之美。

近年来，皖北文化旅游业提速发展，与皖
南等地的差距不断缩小。 国庆前夕，“2021‘美
好安徽·传奇皖北’ 文旅产品线上发布推介
会”在阜南县王家坝抗洪纪念馆广场举行。 此
次推介会由省文化和旅游厅、 阜阳市政府主
办 ，皖北六市联动 ，围绕 “传奇人物 、传奇故
事、传奇景区、传奇线路、传奇美食”，打造安
徽文旅“六大特色板块”之一的“传奇皖北”文
化旅游新名片。

皖北，历史底蕴深厚、地域幅员辽阔、旅
游资源丰厚。 在历史长河中涌现出大思想家

管子、老子、庄子，政治家、文学家曹操等传奇
人物；流传有管鲍之交、东山再起、围棋赌墅、
投鞭断流、鸣琴而治等传奇故事；拥有“世界
文化遗产” 淮北柳孜运河遗址与通济渠泗县
段，亳州花戏楼、豆腐发源地淮南、寿县古城、
宿州皇藏峪国家森林公园、“湖上升明月”古
民居博览园、国家 5A 级景区———八里河旅游
区等传奇景区； 还有阜阳枕头馍、 亳州牛肉
馍、蚌埠沱湖螃蟹、淮南牛肉汤、淮北临涣烧
饼、宿州符离集烧鸡等传奇美食。 可以说，传
奇皖北，古今辉映；山水人文，多彩多姿。

文化旅游业是绿色产业， 是拉动经济发
展的重要动力，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指标。
站在“十四五”新起点上，相信通过不懈努力，
皖北的文化旅游业定能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传奇皖北”品牌会叫得更加响亮！

·记者博客·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宿州
“梨都风情”震撼八方客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李艳龙

国庆长假期间， 在砀山县梨树王风景
区内，一棵棵老梨树枝干遒劲，黄澄澄的大
酥梨挂满枝头，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徜徉
在果香四溢的梨园中，尽情感受“梨都”丰
收的喜悦。

精彩刺激的斗羊大赛、丰富多彩的梨园
大戏、悠扬婉转的唢呐演奏，以及砀山蓝印花
布、砀山年画、砀山刺绣等非物质文化展品，
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观看。 山东省单县游客
朱明亮开心地在 300 年树龄的“梨树王”前拍
照，他说：“我们全家都对砀山倾慕已久，这次
看到满园的百年老梨树，内心感到很震撼！ ”

“砀山是‘中国唢呐之乡’，砀山唢呐是国
家级‘非遗’。 ”唢呐演奏者王新领说，他是砀
山唢呐的省级传承人，每年梨花节、采梨节期
间都和一批演奏者来梨园为游客吹奏表演，
让梨园充满文化味，让游客过足文化瘾。

据砀山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李朝群

介绍 ， 今年的砀山
采梨节将持续一个多
月，精心打造了文旅、经
贸、 竞技三大版块重点活
动，包括梨王大赛、梨园斗羊
大赛、民俗文化表演活动、“丰收
的梨乡”优秀摄影作品巡展、汉画像
石(砖)拓片展、砀山县首届全民健身(运
动 )大会、“双招双引 ”集中签约 、皖北民宿
发展论坛等系列内容， 为广大游客奉献一
场“文旅盛宴”。

砀山有碧波荡漾的百里黄河故道和
堪称世界之最的连片果园。 目前，全县 70
万亩水果获得了无公害基地认证 ，6 万亩
砀山酥梨获得绿色食品基地认证，各级名
优水果品牌 36 个。 作为“中国最美生态宜
居旅游名县”， 砀山县深入挖掘乡村民俗
文化内涵， 开发建设了一批休闲农庄 、乡
村酒店、特色民宿等乡村旅游产品，实现高
效农业与生态旅游、体育运动的紧密结合、
互动发展，为促进乡村振兴增添了活力。

淮北
濉溪古城成为“打卡地”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杂耍、变脸、喷火戏曲……
国庆期间，濉溪县濉溪古城内，集

传统和时尚融于一身的精彩节目吸
引着八方来客。如今，濉溪古城已悄然成

为淮北旅游的又一“网红”打卡地。
10 月 1 日， 在濉溪古城凝曦门，景

区“我和国旗同框”打卡点人头攒动，游
客们有序合影，笑脸盈盈。石板街建筑群
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板街上
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熠熠生辉，既
扮亮了景区，也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在古城南大街入口处， 景区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正向游客提供文明引导、旅
游咨询、文明提醒、环境维护等服务，佩
戴口罩、验码、测温……

“我是从附近的商丘市赶过来的。 ”
游客营建设先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自
濉溪古城开城以后， 一直想着到这里来

看看，他对记者说，“国庆长假，我就迫不
及待地自驾过来了。 这里不仅能体味到
浓郁的古城风情，还能品尝濉溪美食，可
谓不虚此行！ ”

“我市各景区结合国庆旅游热潮，不
断丰富产品供给，文化游、亲子游、生态
休闲游等受到持续欢迎。”淮北市文旅体
局负责人介绍。据测算，淮北全市国庆假
日累计接待游客 120 万人次。假日期间，
来自上海、合肥、南京等市的长线游客小
幅增长， 周边及短线传统客源市场游客
继续占据市场主体，徐州、商丘、枣庄、宿
州、亳州等地游客大幅增加。

节日期间， 淮北市各级文旅部门严
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和领导干
部在岗带班制度，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建
立健全信息通报和工作联络机制， 严格
执行节日值班零报告制度。 该市各景区
全员上岗，在景区入口、核心景点，提醒
游客注意安全事项，引导游客文明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