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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易春秋，风华正茂Ǒ这里如诗ǐ如梦，有风景，也有远方Ǒ

4000 多年前，大禹率领民众战胜滔天洪水，开创华夏文明新纪元；而今，站在淮河岸边ǐ涂山脚下，滚滚前行的历史

大势让禹会区再次站上了新的舞台Ǒ以文塑旅ǐ以旅彰文ǐ文旅融合，禹会区文旅产业大放异彩ǐ大有可为Ǒ

禹会区山川秀美，文化底蕴深
厚ʪ作为大禹会诸侯的地望所在，是
华夏文明ʩ大禹文化重要发源地之
一ʪ辖区拥有蚌埠闸国家级水利风
景区ʩ天河ʩ张公山ʩ涂山ʩ黑虎山等
自然景观和禹会村遗址ʩ禹王宫ʩ钓
鱼台遗址等历史文化遗迹，Ž中国花
鼓灯第一村ž冯嘴村是中国首批民族
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之一ʩ列入首批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花鼓
灯艺术策源地ʪ

近年来，禹会区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大
手笔勾勒出旅游产业跨越式发展的
Ž轮廓ž，挖掘文化资源，推进文旅融
合，努力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ʩ文
化产业提质增效，在禹会大地上描
绘了一幅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美丽
画卷ʪ

禹会区高规格谋划，依托涂山

景区ʩ禹王宫ʩ蚌埠禹会村遗址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等景点和历史遗迹，
着力打造大禹治水ʩ会盟涂山这一
文化品牌ʪ将涂山景区旅游景点提
升改造及禹会村遗址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历史旅游综合项目列入禹会区
Ž十四五ž发展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之中，作为全区重大目标
任务进行谋划部署ʪ高起点推进，出
台《关于深化文旅融合，加快建设高
品质文旅强区的实施方案》，进一步
细化蚌埠禹会村遗址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项目建设各项目标任务ʪ高标
准对标，以甬蚌合作为契机，充分学
习借鉴良渚国家遗址公园规划ʩ建
设ʩ运营的优秀经验做法，助力蚌埠
禹会村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ʪ

连点成线，魅力彰显ʪ禹会区将
环涂山风景区文旅提升改造项目ʩ禹
会村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展示
区ʩ黄柏郢红色教育基地ʩ五彩阡陌生

态农业示范工程统筹规划，着力打造
一条集大禹文化ʩ花鼓灯文化ʩ红色文
化ʩ淮河文化于一体的文旅示范线ʪ

禹会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资金上亿元，保障蚌埠禹会村遗址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征地ʩ拆迁ʩ建设，现
已完成考古工作站ʩ导视标识系统ʩ
道路环境整治ʩ周边民宅提升改造等
工程，为公园下一步全面开放打下坚
实基础ʪ

谋划建设涂山景区景点及基础
设施ʪ在稳步推进防火通道建设的
同时，持续深挖内力和争取建设资
金，新建启母涧森林瞭望塔项目ʪ同
时结合新一轮规划布局，谋划考量建
设山门ʩ涂山地质科普点ʩ禹王宫南
北广场ʩ摩崖石刻公园ʩ黑虎山森林
防火瞭望台ʩ朝日崖森林防火瞭望
台ʩ文笔塔恢复重建ʩ观景亭ʩ便民休
憩空间等项目，不断完善景区景点和
基础设施ʪ

文与旅相伴，旅因文而兴ʪ
文旅融合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ʩ

创造高品质生活的有效路径，也是
Ž诗与远方ž的有机结合ʪ禹会区不
断加强协作，推动文旅和数字创意
产业长足发展 ʪ文旅产业发展方
面，积极做好项目谋划ʩ项目推介和
项目招引，配合相关单位推动涂山
民宿ʩ环涂山风景区文旅提升改造ʩ
蚌埠禹会村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等项目建设ʪ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成功举办Ž文化旅游美食季禹会分
会场开幕式žŽ禹荟里美食节ž等活
动，组织旅游景区ʩ美食ʩ民宿等参
加Ž蚌埠文旅消费券ž等线上优惠活
动，参展推介会ʩ文博会等达 10 余场
次 ，制作发放禹会旅游手绘地图
5000 余份ʪ

乡村旅游取得实效，办好Ž涂山
庙会žŽ榴花节ž等节庆活动，指导景
区ʩ乡村ʩ民宿等积极开展品牌创建ʪ

2023 年共获评省级品牌 1 个，市级品
牌 22 个，完成Ž双微ž提升点 60 余处ʪ
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成功获批ʪ投
资约 700 万元的 2022 年和美乡村省
级中心村冯嘴村ʩ草寺村全面建成，
涂山村和杜郢村成功获批全省第一
批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获得资金支
持 2000 万元ʪ

通过全面发力，推进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创新发展ʪ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不断提升，全区 17 个村级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达到Ž七个一ž标准，占比
达 47.2% ʪ充分整合资源，共建成 10
个Ž15 分钟阅读圈ž阅读空间ʪ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建立群众文
化需求征询反馈机制，采取订单式形
式开展送戏下乡 138 场，公益电影放
映 432 场，组织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
动 56 场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加有
力，开展文物安全专项督查检查 10
余次，督促做好隐患问题整改ʪ组织

非遗传承人开展进校园ʩ进社区等展
演展示活动 25 场，安徽民间舞《永远
的花鼓灯》代表安徽省参加苏州市第
三届大运河民族民间文化交流展示
活动，获得高度评价ʪ

2023 年，禹会区文旅事业和产
业发展硕果累累：禾泉小镇获评省级
Ž后备箱工程基地ž；涂山景区获评
Ž2023 年蚌埠市文明旅游示范单位ž；
观澜街区ʩ老铺人家花园酒店等 5 家
企业获评Ž蚌香百味ž美食示范街

（店），冯嘴村ʩ禹麓人家等 8 家单位
获评Ž乡村旅游示范村žŽ乡村休闲旅
游示范点ž；冯嘴村ʩ涂山村ʩ禹麓人
家等 11 家单位获评市级Ž精品主题
村žŽ后备箱工程基地žŽ精品民宿žʪ
长青ʩ马城ʩ涂山风景区 15 处Ž微改
造ʩ微提升ž获评市级Ž双微提升点žʪ
禹会区文化馆编创的节目在蚌埠市
广场舞大赛中荣获二等奖ʩ三等奖各
1 个ʪ

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 ʪ
禹会区始终把文化重心倾向基层，加
快文化设施建设步伐，不断提升文化
影响力，为群众幸福生活Ž加码žʪ实
施多文化活动联合，2023 年 5 月举
办涂山庙会及第二届民祭大禹典礼，
同步在禾泉小镇ʩ花博园设立庙会分
会场，吸引周边游客近 70 万人前来
游览ʪ2023 年 12 月举办的Ž大地欢
歌¢美好安徽ž全国冬季Ž村晚ž禹会
区冯嘴村示范展示活动，进一步展示
了花鼓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
特魅力ʪ

禹会区强化景区景点完善提升，
增强自身Ž造血功能žʪ以遗址公园
挂牌为目标，把握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方向和进度，积极引入文化创意ʩ文
博场馆等业态，注入数字创意ʩ沉浸
式体验等内容，强化经营思维，丰富
旅游业态ʪ加强文化品牌利用，深挖
大禹文化ʩ淮河文化ʩ花鼓灯文化ʩ工
业遗存等文化内涵，突出以文塑旅ʩ
以旅彰文，禾泉小镇获评省级Ž后备
箱工程基地ž，10 家环涂山民宿建成
运营ʪ投资 1000 万元对青创市集ʩ
禹荟里美食城进行特色化改造，成为

蚌埠网红打卡地ʪ扩大文化活动影
响力，积极融入全市大禹文化系列活
动 ，加快涂山大禹文化研学基地建
设，建成大禹文化标识，讲好大禹故
事ʪ积极助力乡村振兴，在保护好文
化遗产的前提下，将支持禾泉小镇创
建服务业集聚示范区 ，高标准打造
Ž中华石榴第一村（涂山村）žʪ支持
民宿产业发展，加强与合肥工业大学
艺术学院合作，今年再建成运营 20
家民宿，形成千万元以上文旅经济收
入，带动当地村民增收，助力禹会经
济社会发展ʪ

文化铸魂，自信逐梦Ǒ未来的禹会，文化和旅游融合交汇，让诗与远方从美好的憧憬成为可以惬意享受的体验，为群
众幸福生活不断Ā加码āǑ在这里，文化和旅游的叠加效应，激发出经济转型和民生改善新动能，让禹会在高质量发展之路
上步伐稳健ǐ越走越远Ă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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