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庐江矾矿遗址 “八大烟囱”，
见证“千年矾都”的工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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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日来天气晴好，
位于明光市张八岭镇嘉山

集村的嘉山雅谷景区迎来

了大批游客。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本报通讯员 季晓佳 摄

荩 夜幕下的隋唐运

河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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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杨沐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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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繁盛”看澜溪

■ 本报记者 刘洋

来到位于铜陵市郊区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大
通，不得不去的便是刚刚获评“省旅游休闲街区”的澜
溪老街。

澜溪老街是典型的皖南传统商业街市，也是大通古
镇风景区的核心。 11月 25日， 记者走进临江亲水的老
街，四方石铺就的道路蜿蜒延伸，沿街是白墙黛瓦、飞檐
翘角，上了年头的民居随处可见。 沿着老街向内走去，大
通理发店、姚氏渔网专卖、夏洪兴老秤行等老铺子，虽然
均为老式木板屋， 但岁月斑驳的留痕赋予了其别样的韵
味。 店内依然人气十足，老手艺人依然忙活。

澜溪老街历史建筑总面积约 1.7 万平方米， 主要
分两类：一类是清末、民国期间的传统风貌建筑，大多
为两层楼，砖木结构，基本保存完好的共有 72 间；另
一类是解放后至“文革”期间建成的建筑，有 26 幢。 老
街很好地体现了地域特征和时代风貌，是“活着的历
史街区”。

澜溪老街始建于元末明初， 历经多次战火毁灭与
复建。 2014 年底，铜陵市郊区政府本着修旧如旧的原
则，对街区整体风貌进行提升，同步实施供水、排污、道
路、照明以及游客中心、旅游公厕、导览标识系统、停车
场等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2018 年以来，又
陆续实施了景观提升等工程，街区面貌焕然一新。位于
老街的“大通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主题展馆”，集中展示
了大通的历史、人物、诗歌，并通过沙盘复原了百年前
大通繁盛时的情景。

大通古镇风景区管委会负责人林俊告诉记者，大
通镇还开发了大通剪纸系列、江豚系列、龙舟系列等旅
游产品，并通过出版书籍、拍摄电影、举办美食节以及
龙舟邀请赛等活动来推介古镇和老街， 年游客接待量
已近百万人次。

“黎阳 in巷”青春样

■ 本报记者 吴江海

对众多到过黄山市的游客来说，除大名鼎
鼎的黄山风景区外， 有一种记忆叫水墨徽州，
有一种印象叫黎阳 in 巷。

“唐宋之黎阳，明清之屯溪”。 隔江相望的
黎阳老街与屯溪老街，鳞次栉比的徽派民居与
风光旖旎的山光水色交相辉映，两条老街作为
屯溪的历史文化地标， 虽有一样的粉墙黛瓦、
石板古巷，但黎阳老街是“老前辈”，是名副其
实流动着的“清明上河图”。

2013 年，黎阳老街经过“保护、移植、创新”
升级改造后，老树发新枝，易名“黎阳 in巷”。

这里是徽菜等特色美食的聚集地，有一条
专属于吃货的美食街，每个摊位的主人都有自
己拿手的绝活，馄饨、毛豆腐、烧烤以及徽州各
种特色小吃应有尽有。

这里是年轻人的休闲夜场，酒吧、咖啡馆、
茶舍、影院、电竞、剧本杀等时尚业态撑起不夜
天。徜徉在黎阳 in 巷青石板铺就的街巷中，不

时可见造型别致的美术馆、雕塑室、书室等，处
处流露出徽州独有的宁静典雅和淡然朴素。

黎阳 in 巷还是徽州文化的体验区， 非遗
展示、民俗表演、非遗购物节等让人大开眼界，
尽情领略徽工之巧、徽玩之雅、徽茶之香、徽味
之美、徽艺之韵。街上保留完整的老房子，多数
改建成了博物馆，其中由贾家大院改建的徽州
乡贤馆，让游客在参观的同时感受徽州的人杰
地灵和文化之美。

“日游黄山、夜泊黎阳”。 黎阳 in 巷的民宿
以古今格调、人文情怀、舒适品质享誉业界。走
进“不舍”美宿精品民宿，古朴与现代和谐共
存，时尚与古典巧妙混搭，这家民宿有 1000 多
平方米，却把一半留给了书吧、餐厅、花园、茶
室等公共空间。

如今，黎阳 in 巷这个休闲街区，历史依然
浓厚，游客却越来越年轻，并先后获得全省特
色商业街、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全省十佳夜
游街区、全省特色休闲小镇、全省旅游休闲街
区等殊荣。

“运河风情”入画来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11 月 25 日傍晚，记者来到淮北市相山区
的隋唐运河古镇采访。在一盏盏红灯笼的映衬
下，古镇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让人很快便

沉浸其中。
一千多年前， 隋唐运河流
经濉溪县柳孜。如今，濉溪
县百善镇柳孜运河遗
址已进入国家文物
局印发的《大遗
址保护利用

“十四五 ”
专 项 规

划》，隋唐大运河博物馆藏品丰富，成为淮北的
地标之一。 而根植于隋唐灿烂文明、以再现隋唐
大运河及沿岸市井风貌为主要观光、 体验内容
的隋唐运河古镇同样值得一提。

“淮北隋唐运河古镇项目深入挖掘隋唐历
史文化、大运河文化、淮北区域文化、民俗文
化，以隋唐时期古建风格为基调，以运河文化
为核心，形成了古镇浪漫休闲区、参访体验区、
核心演艺区、游客服务区等多个功能分区。”相
山区政府相关人士介绍，2017 年底，古镇一期
“隋唐草市”开放试运营以来，成为市民和外地
游客休闲度假好去处。

“五凤三阁” 是古镇景区的标志性建筑群。
隋唐风格建筑“五凤门”翘角飞檐，如凤舞九天；
登上三佛阁，人们即可观赏古镇全景，远眺相山
秀色。 除此之外，斗门船闸、转般漕仓、拖船堰
棣， 这些大运河中常见的水位调节和游船通航
设施也在古镇内都有呈现。

“景区坚持将隋唐文化、运河文化以及相
淮文化有机结合，通过地方民俗、特色演艺等
方式进行展现。 ”景区负责人说，今年国庆期
间， 景区推出特色实景剧 《盛世隋唐·太平长
安》，受到广大游客的青睐。

据了解，“隋唐草市”开放运营以来，累计
组织活动 130 场 ，活动天数 1154 天 ，年均接
待游客量逾 200 万人次。 古镇南市金街、运河
大观园等项目正在建设中，预计 2022 年投入
运营。

■ 本报记者 许根宏

冬日的庐江，层林尽染。 在山涧溪水边信步，
悠扬婉转的《乡村旅游到庐江》萦绕耳畔。

庐江县现拥有 4A 级旅游景区 2 家、3A 级旅
游景区 7 家。 近年来先后获评“中国十佳生态旅游
名县”“全省旅游经济强县”“中国最美乡村休闲旅
游名县”“长三角自驾游示范目的地” 称号。 2016
年，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第二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单位”。

“这么近、那么美———庐江欢迎您”的旅游品
牌日益扬名。 今年以来，全县共接待游客 705 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1 亿元。 “我们要把庐江高
颜值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庐江县
委书记许华为说。

创新理念，打造全域景区

11 月 7 日，合肥产投、庐江县、合肥滨投正式
签订庐江矾矿文旅项目合作协议，注资 5 亿元，设
立安徽矾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那就是‘八
大窑’。 ”接近矾矿遗址，村民指着眼前一字排排开
的烟囱说。 近年来，合肥市、庐江县投入约 8 亿元
用于矿区安居和生态修复， 为矾矿文旅项目的横
空出世，奠定基础。

庐江毗邻巢湖和长江， 自然风光与人文资源
丰厚。 在自然风光方面，往东，27 平方公里的省级
湿地自然保护区黄陂湖，充满野趣；往南，群山环
抱的青山湖，碧波荡漾；往西，合肥最高峰牛王寨、
汤池温泉旅游度假区，风景如画；往北，八百里巢
湖、冶父山，景致怡人。 在人文资源方面，自汉武帝
元狩二年建县以来， 庐江孕育了三国名将周瑜、
“汉代循吏第一人”文翁、晚清淮军督抚丁汝昌、抗
日名将孙立人等历史文化名人。

丰富的旅游资源，亟待串珠成链、连点成片。
2016 年，庐江县组建旅游投资发展公司，并申报创
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2020 年，成立乡村旅游投
资发展公司，实施文旅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推动全
县乡村旅游资源整合和统筹建设。

按照“一镇一特色，一村一品牌”的思路，庐江
编制“十四五”文旅发展规划和全域旅游发展总体
规划，出台扶持政策和奖励办法。 该县围绕山水生
态、人文历史、红色文化、遗址遗存等资源，开展文
旅招商活动。 今年以来，已签约矾矿文旅、汤池郡
安里民宿等 22 个项目，总投资 300 多亿元，其中，
投资百亿元的南山温泉健康小镇等 12 个项目已
开工建设，到位资金 120 亿元。

“今年全县共培育建设 32 个乡村旅游网红打
卡点，展示乡村振兴的成果和魅力。 ”庐江县文旅
局局长姚德全介绍， 庐江现已运营一级全域旅游
综合服务中心 1 处，二级旅游服务中心 6 处，三级
旅游服务驿站 10 处。 牛王寨、黄山寨、白马岭等登
山步道，青山湖、环黄陂湖、夹山蕻、汤池等旅游大
道已基本建成，初步形成乡村旅游发展新格局。 未
来，该县将重点建设“三山一湖”、“三寨一海”旅游
景区， 打造文化旅游强县和长三角知名生态休闲
旅游度假基地。

创新体制，激活投资主体

从合肥城区出发， 沿京台高速南下， 约一小

时，至浮山出口。 在乡间柏油路行驶二十分钟后，
即抵达“世外桃源”阳家墩景区。

阳家墩，位于庐江罗河镇，面积 3.5 平方公里，
由黄山寨康体休闲区、鲍店村田园综合体、青山湖
生态观光区、阳家墩美丽乡村四部分组成。 这里，
旅游+农业+差异化的生态旅游综合体逐渐完善，
景区申报的“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目前正在公示。

“四年前这里还是脏乱差。 ”谈起阳家墩的变
化，罗河镇党委书记薛林华颇有感慨。 2019 年，阳
家墩打造省级示范村，庐江乡村旅游投资发展公司
配套建设黄山寨登山步道、旅游厕所、景区主干道
等公共设施。 在政府主导下，阳家墩景区围绕“一
山”“一水”“一村”“一田”规划，引进小满田塍农业
旅游公司，打造集农事研学、农田观光、果蔬采摘于
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引进安徽美胜旅游开发公司投
资 2300 万元， 建设黄山寨高空玻璃滑道漂流及水
上乐园项目； 成立罗河镇阳家墩景区民宿发展协
会，鼓励农户自愿将闲置农房整体或者部分使用权
入股，与村集体、经营主体统一开发民宿。

通过公司投资、民宿共建、农户自建、景区吸
纳等方式， 阳家墩景区实现土地流转 1807 亩，建
成 9 处建筑，面积 4536 平方米。 自去年 5 月 1 日
开业至今， 阳家墩景区共接待游客近 40 万人次，
实现各类收入 1205 万元，带动鲍店村集体经济增
收 63 万元，农民参与开办民宿农家乐 16 家，解决
当地农民就业 147 人，户均增收 2 万余元。

“网红”云里安凹，是庐江开垦的另一块“试验
田”。 庐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朝传介绍，该景区
由县旅投公司出资建设，引入第三方运营力量，将
云里安凹所在的长冲村安凹村民组 13 户闲置农
房分类利用，依托乡村风貌，结合农村生活方式，
采用美学表现手法，运用乡土建筑元素，打造一处
回得去的“老家”。

庐江县通过组建乡村振兴有限公司， 将全县
乡村闲置资产进行收储或租赁， 由政府统筹各级
资金进行乡村旅游项目建设。 建成后的旅游项目
作为村集体资产， 以入股或者承租方式引进第三
方运营公司， 引导村民成立专业合作社或协会积
极参与，企业按照合同支付分红给村集体，开发、
运营、 管理均由企业负责， 不断盘活乡村闲置资
产，壮大村集体经济。

创新业态，提高财产收入

“这个大棚原来是利用扶
贫资金建设的， 我们要交给
村里收益金， 壮大村集体
经济收入。 ”在庐江县小
满田塍田园综合体 3
号农业大棚，负责人
王 小 伟 算 了 一 笔
账 ： 在土地流转
上 ， 按 500 元钱
一 亩 支 付 给 村
民； 流转土地后
村 民 转 变 成 工
人， 每个月固定
发 放 不 低 于
2500 元钱工资 。
此外 ， 还租用村
民房子发展民宿 ，

村民成房东，可收取租金。 目前，有近百位村民在
小满田塍务工。

王小伟的“账本”，折射了土地、房屋融入资本
后的“化学反应”。 在阳家墩，由于看到乡村旅游兴
起新业态商机，阳家成、阳晶晶、阳光远、张先龙等
人主动回乡创业，将闲置的房屋进行改造升级，用
于发展民宿产业与餐饮业。

庐江县委常委 、纪委书记江胜介绍 ，庐江全
面实施“旅游+农业”“旅游+电商”“旅游+扶贫”，
推进乡村休闲度假、 环湖观光养生、 红色研学、
人文风情体验等业态融合发展， 打造高品质、个
性化 、定制化 、多元化旅游产品 ，提升乡村旅游
核心竞争力。

2019 年 11 月， 云里安凹能同时满足 60 人住
宿、100 人餐饮及会务，集民宿、会务、自然农法耕
作、农产品深加工（销售）和旅游纪念品开发于一
体的田园综合体，正式开业。 运营不到两年，云里
安凹日前获评全国首批甲级旅游民宿。 在十里长
冲田园综合体，记者了解到，该综合体融合有机农
业生产、四季花海、农事体验等为一体，还开发了
司农 App，在天猫、淘宝注册旗舰店，与村级合作
社、脱贫户签订定单式收购协议，将农特产品进行
品牌包装和销售，并自主开发系列文创产品，不断
延伸产业链。

在业态创新中，庐江乡村民宿集聚发展，旅游
品牌提档升级，特色旅游商品“摘金夺银”。 去年以
来，庐江白云春毫·茶系列等 5 类商品在中国特色
旅游商品大赛中斩获 3 金 1 银 1 铜的优异成绩。

“坚持政府引导 ，激活市场运营 ，优化投资
结构 ，促进农旅富民 ，力争到 2025 年成功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庐江县人民政府县长周
天斌说。

“老城底片”焕新彩

■ 本报记者 陈成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每晚我都会直
播。”11月 27日晚 7点多，在安庆市迎江区四牌
楼街，民间画者朱师傅的摊位前站满了游客，他
一边在纸上娴熟地画着水墨虾， 一边微笑地向
游客们说道。

古色古香的皖派建筑、 五颜六色的霓虹
店招、 专心作画的民间艺人……这是朱师傅
直播间里展现的画面。

朱师傅所在的四牌楼街属于安庆古城·
倒扒狮历史文化街区。 2018 年，当地政府采取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居民参与”的新模式对
倒扒狮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性改造。 2020
年元旦，该街区全面对外开放。 今年 11 月，该
街区入选首批“安徽省旅游休闲街区”。

倒扒狮历史文化街区总长近 500 米 ，主
要包含倒扒狮街、国货街、四牌楼街三段，分
别展示了历史画卷、宜城新埠、古街名店三大
主题。 其中， 倒扒狮街距今已有 400 余年历

史。“倒扒狮”这一名字就源自位于街区里的雕
有倒扒狮图案的古牌坊， 相传有飞黄腾达、谦
恭诚信之意。

“公司对街区的定位是‘老安庆底片，新城
市客厅’。”街区运营方安庆古城文化旅游管理
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永宾介绍说，倒扒狮历史文
化街区现有 65 处文保单位和历史建筑， 如今
都得到了修复和保护。

位于四牌楼街的麦陇香、胡玉美、老徽馆
等多家老字号现已成街区地标。 麦陇香四牌
楼店有着百年历史，依然保持着前店后坊的生
产模式。 “街区开放后，店里人气高了不少，节
假日期间单日销售额最高能达到 20 万元。”麦
陇香第四代传承人、厂长张文海说。

街区不仅引进了古风射艺、 陶瓷艺术馆、
魔幻迷宫、解压室等体验店，还引进了美食+
戏曲的特色餐饮店，吸引了众多年轻游客的前
来消费。 与此同时，古城公司还成立了一支爱
黄梅艺术团，定期在街区进行文化表演，让游
客们能深度感受街区的魅力。

拥有“中国十佳生态旅游名县”等称号的庐江县，坚持有为政府
与有效市场相结合，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发展文旅产业，积极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

“农旅富民”的庐江探索

黎阳 in巷位于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黎山社区，它与屯溪老街隔江相望。 图为游人在观看演出。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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