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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播报·

在 2500 年 的 历 史 长

河中，水文化的润泽浸染，

造就了三河古镇璀璨的历

史文化。依托“千年水乡

古镇、小桥流水人家”的优

美风光，依托灿若繁星的

文化历史遗存，三河古镇

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和文旅

农融合，延续“水”基因，激

活“水”能量，擘画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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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小小的特色美食汇聚在三河

古南街，夜幕降临，家家商铺挂起的灯

笼点亮三河的夜晚。 尚乃有 摄

小南河夜景，三河古镇景区完成夜景美

化工程，正式开启新夜景 2.0模式。 剑心 摄
三河夕照，在夕阳的照射下，古镇显

露出静谧古朴的气质。 李乐天 摄

清晨，来到三河镇，漫步于小

南河边，只见河中碧水清澈，偶尔

有一条游船悠闲划过，荡起阵阵涟

漪；河岸边徽派建筑高低错落、古

色古香，于绿树掩映中别具风情。

傍晚，华灯初上，人影穿梭，乐声阵

阵，夜幕包裹的水乡古镇显得迷离

梦幻，风雅浪漫。

水是三河的灵魂，一泓清水，

赋 予 这 座 千 年 古 镇 生 命 与 活 力 。

三 河 古 镇 地 处 巢 湖 之 滨 、合 肥 西

南，杭埠河、丰乐河、小南河三条河

流在此汇聚，故得名“三河”。远古

时期，三河为巢湖水中高洲，鸟鹊

云集，故名“鹊渚”“鹊岸”。后因泥

沙淤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

渐发展成为商贾云集、兵家必争的

南北通衢之地，历史上著名的“鹊

渚之战”“三河大捷”等战争就发生

在三河一带。

由于水运的便利，春秋以来，历

经秦汉魏晋、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发

展，三河逐渐成为当地重要集镇，是

人 员 流 动 、贸 易 集 散 的 中 心 地 之

一。清嘉庆《合肥县志》记载了三河

昔日的繁华：“三河为三邑犬牙之

地，米谷廪聚，汇舒、庐、六诸水为河

者三，河流宽阔，枝津回互，万艘可

藏。”记载了三河水运昌盛的历史，

正所谓“装不完的三河”。

行走在古镇全长 500 多米的古

西街，青石铺就的路面，历经风雨的

洗礼，已变得光滑圆润；街道两侧的

商铺，古老的木板门再加上黑漆鎏金

的店招匾额，让人恍如穿越时空。

在以水上交通为主的岁月里，

这条依河而建的街道人声鼎沸、热

闹繁华，如今的古西街依旧保存了

历史街区的旧模样，依河傍水、百

铺相连，各种土特产、美食、纪念品

应有尽有。

以古街巷为代表，三河镇著名

的“八古”景观——古河、古桥、古

圩、古巷、古茶楼、古民居、古庙台、

古战场，被四通八达的“水链”一一

串起。透过波光闪烁的河水和饱

经历史沧桑的砖瓦，古镇旧日的肌

理 风 貌 和 百 姓 生 活 面 貌 依 稀 浮

现。千百年来，水城共生、水城相

融是三河不变的风景。

以水为链，地处古镇东部的三

河国家湿地公园，是该镇又一张闪

亮的名片。公园西起小南河，东至

杭埠河入巢湖口，自 2015 年正式启

动 试 点 建 设 ，总 面 积 为 1887.22 公

顷，湿地率近 90%，2020 年正式被批

准 为 合 肥 市 首 家 国 家 级 湿 地 公

园。如果说古镇主打人文景观，那

么与之遥相呼应的湿地公园即是

浑然天成的自然风光。

踏入公园内，仿佛置身世外桃

源 ，斑 斓 的 树 叶 在 微 风 中 沙 沙 作

响 ，细 长 的 芦 苇 在 湖 水 中 轻 轻 摇

曳，几只水鸟时不时地从水面上掠

过 。“ 这 里 空 气 非 常 好 ，环 境 很 安

静，整个身心都放松下来，与大自

然融为一体。”冬日暖阳下，正在

此处游玩的游客曹先生表示。

水之韵
——因水得名依水而兴

以水为脉，以文化人，依托得天独

厚的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近年

来，三河古镇瞄准“大湖名城后花园、长

三角知名旅游古镇”的目标定位，加快

推进文旅农融合和全域旅游，全面提升

古镇业态和品质，奋力推动乡村振兴，

在创新发展中迎来新的春天。

搭文化台，唱经济戏，文旅融合让

古镇“活”起来。该镇有关负责人介绍，

三河先后在春节期间举办过 17 届民间

文化艺术节，将独具地方特色的庐剧、

黄梅戏、剪纸、指书、刺绣、编织等民间

艺术搬到舞台，吸引大批游客观看。每

逢节假日，都在古镇万年台举办庐剧、

民俗等地方戏演出，每年演出场次达

40 多场，观众达数万人。通过“政府主

导＋企业运作”的方式组建三河文旅发

展有限公司，创新打造大型文旅项目

——三河口鹊渚文化旅游综合街区，该

项目将成为长三角首个江淮风情沉浸

式体验景区。

农旅融合唱响奋进曲。每至夏日，

三河国家湿地公园的荷塘内大片荷花

盛开，成为巢湖之畔的一道亮丽风景，

美景过后，鲜嫩的莲藕也成为当地群众

增收的宝贝。据介绍，三河镇积极探索

和挖掘现有资源，着力建设“一区两带”

农旅融合特色农业，即打造巢湖流域优

质粮油绿色生产示范区，合铜路、李木

路沿线特色瓜果蔬菜产业示范带和环

巢湖水产绿色健康养殖产业示范带，以

农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三河镇变化日新月异，但目前旅

游酒店还存在小、弱、散的问题。”“建

议在合适位置增加停车场、停车位，缓

解旅游高峰期停车难问题。”“三河镇

全 域 旅 游 应 该 进 一 步 向 农 村 片 区 拓

展，打造一批民宿康养项目。”……新

年伊始，三河镇政府五楼会议室，近 30

名三河镇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围绕

该镇“全域旅游”项目积极建言献策，

现场氛围热烈。

全域一盘棋，融合更多彩。近年

来，三河镇大力实施全域旅游项目，以

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国家 5A 级旅游

景区建设为引领，加强三河镇景观道路

提升、景观河道整治、景观桥复古维修，

同时对核心景区墙面亮化美化，完善全

域供水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三河镇旅游

发展内涵，拓展全镇旅游发展空间，古

镇焕发勃勃生机。

去年 ，三河镇还推出全水域水系

连通规划方案，拟盘活三河镇现有水

资 源 ，将 镇 域 内 的 河 、湖 、沟 、渠 等 自

然 水 系 打 通 串 联 ，打 造“ 水 网 、路 网 、

绿网”相结合、人水相依、和谐共生的

生态三河新名片。该规划的实施，将

实现三河古镇旅游线路从 1.0 版到 2.0

版 的 升 级 ，也 将 继 续 延 续“ 水 ”基 因 ，

激活“水”能量，擘画三河镇全域旅游

“新蓝图”。

“三河镇将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

精神，以‘旅游立镇、工贸强镇、特色富

民’为抓手，对标乌镇打造长三角生态

文化休闲度假旅游示范区，争当肥西全

域旅游主引擎，为‘特色小镇’向‘特色

强镇’转变注入磅礴动力。”该镇党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

融之彩
——人水相依和谐共生

“ 青 砖 小 瓦 马 头 墙 ，回 廊 挂 落 花

格窗。”游览三河，流连水滨，举目一

望 皆 是 景 ，随 处 一 观 尽 是 画 。 看 到

的 是 风 景 ，感 受 到 的 却 是 丰 厚 的 历

史文化。

在古镇三河，至今仍流传着晚清

民谣“十大舍不得”：“一舍不得，三河

街花花世界；二舍不得，大河水淘米洗

菜；三舍不得，‘中和祥’焦切玉带；四

舍不得，‘凌宝泰’雨前茶，水倒茶开；

五舍不得，‘吴恒隆’的虾米干子，香到

门外……”古镇各种好吃的、好玩的都

在民谣中得到生动体现。经过岁月的

淘洗，当地诸多文物、商贸、民俗、饮食

等遗存依旧熠熠生辉，折射出古镇文

化的源远流长。

站在 具 有 1500 年 历 史 的 鹊 渚 廊

桥 ，飞 檐 、红 瓦 、立 柱 、灯 笼 别 具 古

韵 ；进 入“ 大 夫 第 ”展 馆 ，明 清 家 具 、

建 筑 构 件 、木 雕 、石 雕 等 艺 术 珍 品

琳 琅 满 目 ；步 入 三 河 大 战 风 云 馆 ，

太 平 天 国 后 期 三 河 大 战 的 恢 弘 战

争 场 景 ，通 过 声 、光 、电 技 术 震 撼 再

现 …… 在 古 镇 三 河 ，一 个 个“ 八 古 ”

建 筑 和 景 观 不 胜 枚 举 ，每 处 景 观 和

建 筑 都 是“ 无 声 的 讲 述 者 ”，向 世 人

展 示 着 数 不 清 的 珍 贵 文 物 和 动 人

故 事 。

作 为 巢 湖 西 岸 的 商 贾 重 镇 ，三

河 的 商 贸 业 有 着 悠 久 的 历 史 。 1949

年 前 ，三 河 的 商 贸 业 有 30 多 个 行

业 ，千 余 家 店 铺 。 知 名 的“ 老 字 号 ”

商铺有中和祥糕饼店、吴恒隆酱园、

凌宝泰茶庄、颜熔记纱布庄、周春和

药 号 等 。 其 中 ，百 年 老 店 中 和 祥 至

今仍在营业，该店始创于 1898 年，其

所 产 玉 带 糕 、大 麻 饼 、寸 金 、白 切 等

糕 点 美 味 精 致 ，誉 满 三 河 及 周 边 区

域，顾客络绎不绝。

逢 年 过 节 ，古 镇 的 文 化 活 动 格

外红火，民俗表演更是压轴好戏，闹

花 船 、河 蚌 舞 、花 挑 舞 、羽 扇 舞 等 轮

番登场，热闹非凡。该镇号称“庐剧

之 乡 ”，是 国 家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合

肥 市 地 方 剧 种 —— 庐 剧 的 发 源 地 。

民 间 传 统 技 艺 方 面 ，三 河 羽 扇 与 苏

州 团 扇 、杭 州 折 扇 并 称 中 国 三 大 名

扇，由非遗传承人带来的剪纸、徽州

木雕等亦远近闻名。

地处鱼米之乡，三河历来被称作

“ 美 食 天 堂 ”，当 地 大 大 小 小 土 菜 馆

有 两 三 百 家 。 三 河 菜 取 南 北 之 长 ，

集徽、川、淮、扬菜系之大成，菜肴做

法 有 烧 、炒 、蒸 、煮 、煲 、煨 、炖 、拌 、

拼、汆、炸、酥等等，花样繁多。传承

下 来 的“ 淮 军 宴 ”“ 太 平 庆 功 宴 ”“ 杨

家 宴 ”“ 孙 家 宴 ”“ 刘 家 宴 ”“ 董 家 宴 ”

六 大 菜 系 ，汇 聚 了 三 河 民 间 美 食 的

精华。名小吃酥鸭元宝、八宝酥鸡、

三河小炒、三丝银鱼锅、三河米饺等

等，食后口齿生香，回味无穷。

2500 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水文

化 的 润 泽 浸 染 ，和 古 镇 所 在 地 理 位

置的特殊性，使得其发展深受吴、楚

两 大 文 化 交 融 影 响 ，再 加 上 明 清 徽

商 文 化 的 渗 透 ，造 就 了 三 河 古 镇 璀

璨的历史文化，和灵动婉约、兼收并

蓄的内涵气质。

文之姿
——文化瑰宝涵养人心

水清岸绿的三河镇水清岸绿的三河镇，，因丰乐河因丰乐河、、杭埠河杭埠河、、小小

南河三条河流贯其间而得名南河三条河流贯其间而得名。。 管贤海管贤海 摄摄

■ 韩小乔

最近，电视剧《狂飙》收视、口碑一路“狂飙”，成为开年爆

款剧。作为国内首部以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为背景的影视作品，《狂飙》凭借扎实且不落俗套的剧本、

环环相扣的悬念设置、强大的实力派演员阵容，吸引着各个

年龄层观众。

法治题材电视剧有别于普通影视剧作，不仅追求艺术性

和思想性的统一，也对内容的专业性、时代性、引领性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如何创作一部既符合现实逻辑和社会规律，又

让观众叫好叫座的电视剧，对创作者来说是最大的难点。从

这个角度说，《狂飙》实现了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双向奔

赴”，证明其创作思路是正确有效、值得借鉴的。

真实又鲜活。“这剧真实得就像纪录片”，是不少观众的

感受。真实不仅体现在等离子电视、小灵通等生活细节的描

摹上，更体现时代背景、社会氛围的刻画上。从 2000 年 12 月

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到 2006

年中央政法委启动新一轮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再到 2021 年

“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写入“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狂飙》的叙事紧扣真实历史进程，定位在三个关键

时间点。从中央政法委提供的真实案件中提纯萃取典型，将

多个原型事件、人物命运最大程度还原，以现实主义的创作

原则完善故事逻辑结构，让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历程全景式、

回忆录式展现在观众面前，以真实的力量打动人心。

大胆又细腻。《狂飙》之所以引人入胜，一个重要原因是

“尺度大”。反派角色步步为营，黑暗势力盘根错节，该剧大

胆采用一正一邪双线叙事手法，毫不避讳地细致描绘了黑社

会“老大”的发家史。突破了以往相关类型作品“点到为止”

的印象，将镜头对准更隐蔽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保护伞”

等敏感话题。直面官场商界“黑暗面”，再现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严酷性和复杂性，揭露了社会发展深层局部的结构性、

体制性问题，让观众看得惊心又过瘾。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也

打破了扁平化、概念化的通病，细腻地呈现了普通人在面对

选择时的纠结与挣扎，让观众感受到时代洪流下人性的复杂

和命运的偶然交错。

深刻又纯粹。剧中的警察安欣屡屡碰壁却初心不改、正

直善良，反派高启强深谙人情世故，被欲望裹挟走上不归

路。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人物命运变迁、警匪激烈对决，更从

中感受到黑恶势力产生、崛起、壮大的原因，进一步理解扫黑

除恶常态化的必要性、紧迫性。时代在进步，黑恶势力运作

机制也在变化，政法队伍不仅要刀刃向内、警钟长鸣，还要锻

造能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一念之差也许就

是一生之遥，面对法理精神与人情传统的冲突，公民如何坚

守底线、约束言行，用法治手段维护合法权益，也是剧中传导

的核心价值之一。可以说，《狂飙》以深刻的故事性、思想性，

提升了观众对现实社会的反思力度，不失为法治教育的范

本。全剧透露出的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正向价值观，让观众

心中激荡起司法自信与人间温情，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映射社会发展、记录时代变迁、洞见复杂人性，好的现实

主义题材影视作品能够直戳人心、触及灵魂。《狂飙》打响了

“开年第一枪”，让人们看到优质国产影视剧的巨大潜力。期

待更多创作者深入生活、深耕内容、守正创新，以匠心与巧

思，让爆款频出、好剧“狂飙”。

《狂飙》为何一路“狂飙”

近日，2023“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新春少儿画展

在太湖县文化馆开展。画展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为主题，前期征集作品 200 余幅，经过层层筛选，从作品类型、

创意、构图等各个方面精益求精，确定入展画作 100 余幅。孩

子们用画笔描绘伟大祖国、美丽家乡，画作充满童趣，有很强

的感染力，展现了独特的想象力和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怀。天

真的笔触，大胆的想象，独特的表现形式，吸引着家长、孩子

们驻足观看、流连忘返。除此之外，每幅画展都设有一个福

袋，观展者领取了投票卡，可以放入作品相对应的福袋内投

票，评选十佳作品。画展展出时间从 1 月 31 日至 2 月 5 日。

主办方还安排了公益美术课、花灯制作、剪纸等丰富多彩的

内容，小朋友可通过网络报名参与活动。 （文迅）

太湖举行

2023年新春少儿画展

日前，合肥杭州南京三地摄影作品交流展成功举办。展

览由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合肥市

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杭州市文化馆（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南京市文化馆、合肥市文化馆承办。在弘扬主旋

律展现多样化宗旨下，精选了杭州、南京、合肥三个省会城市

的人文纪实、红色印迹等相关内容摄影作品，从人民安居乐

业到城市迭代建设，从地域性文化内涵到代表性城市元素，

充分展现了党领导下当代社会的发展进程，真实记录了新时

代长三角地区的新风貌、新气象。展览内容丰富、题材多样，

杭州的大运河、钱江潮，南京的钟山风景区、长江大桥，合肥

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大邵洋蛇灯、巢湖湿地，展现了三

市的城市特色和别样精彩。 （文迅）

合肥杭州南京

三地摄影作品交流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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