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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会诸侯地，淮畔明珠城Ǒ在灿烂星河中，大禹治水的千古传奇，在
蚌埠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华夏文明史大舞台上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Ǒ文化与城市共荣共生ǐ互相成就，Ā大禹文化之乡āüü蚌
埠，全力做好Ā大禹文章ā，以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及美好形象让这座中
国地理南北分界线上的Ā网红ā城市在中国版图上熠熠生辉，吸引着越来
越多人的到来，成为他们心中向往的Ā诗和远方āǑ üü编者

禹韵流芳 蚌发发新新辉辉

大禹文化是华夏文明和淮河文明
重要篇章，也是蚌埠的历史之根ʩ精神
之源ʪ历史的积淀赋予了蚌埠弥足珍
贵的生态资源与厚重的文化底蕴，当
Ž诗与远方ž深情拥抱，蚌埠以生动的
方式唱响Ž蚌埠故事ž，在推动中华文
明探源中展现蚌埠担当ʪ

2017年，禹会村遗址被列入第三
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ʪ2020
年，遗址公园动工建设，规划总面积近
7000亩ʪ根据规划，遗址公园将以禹会
村遗址博物馆ʩ考古科研中心ʩ龙山文
化遗存保护修缮展示工程ʩ双墩文化
遗存保护修缮展示工程及大汶口文化
遗存保护修缮展示工程为核心，以公
共考古体验园ʩ花海ʩ附属娱乐设施及
特色消费商圈等为外延，打造集考古
科研ʩ文化传承ʩ主题教育ʩ休闲娱乐
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汇Ž吃ʩ住ʩ游ʩ学ʩ
娱ʩ购ž等诸多元素为一身的现代化大
遗址综合保护利用公共空间，在全力
融入蚌埠全域旅游产业发展基本框架

的同时，成为城市西部区域文化和旅
游产业发展的核心与基础ʪ

目前，已完成禹会村遗址ŸŸ龙
山文化遗存保护修缮项目ʩ公园北部
村庄民居立面改造项目ʩ一期环境整
治ʩ考古工作站及标本整理基地主体
建筑ʩ考古学家的院子等工程建设，遗
址公园龙山文化核心展示区域规模
初显ʪ

Ž禹会村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努力打造集遗址保护ʩ价值阐释ʩ遗
存展示ʩ考古研究ʩ科普宣传ʩ生态环
境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公
园ʪž禹会村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管理处党支部书记何俊涛对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建设满怀期待，他说，目
前，各项工程正按计划有序推进ʪ下
一步，将继续做好挖掘ʩ转化ʩ利用的
文章加强禹会村遗址保护利用，推进
禹会村遗址考古发掘ʩ公园创建工
作，讲好大禹文化故事，展示中华文
明的独特魅力ʪ

探寻禹墟

禹禹会会村村遗遗址址国国家家考考古古遗遗址址公公园园ǑǑ

涂
山
英
姿
ₖ

11 00月月 22 44日日
下下午午，，靓靓淮淮河河景景
区区北北岸岸百百年年铁铁
路路桥桥下下，，近近百百亩亩
鲜鲜花花进进入入盛盛花花
期期，，游游人人如如织织，，
一一 片片 欢欢 乐乐 的的
海海洋洋ǑǑ

禹会村遗址
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内的房屋Ǒ

航
拍
双
墩
国
家
考
古
遗
址
公
园
ₖ

颇具争议的Ž大禹治水žŽ禹会诸
侯žŽ禹娶涂山ž等历史疑问，多年来一
直萦绕在学术界而未有定论ʪ随着蚌埠
禹会村遗址的发掘，4200年前的那扇大
门，被沾满泥土的双手轻轻推开，尘封
于地下的古老文明，被考古工作者揭开
了面纱ʪ禹会村遗址考古发掘如拨云见
日，解开了纷纭千年的历史谜团，让传
说变为现实ʪ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安徽队在禹会村遗址考古研究取得
重大突破，在核心区发现规模至少18万
平方米的大型城址，是目前淮河中游地
区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再次为
Ž大禹治水žŽ禹会涂山ž等古史传说时
代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ʪŽ禹会
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ž的空前盛
况，无疑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最为绚烂
夺目ʩ缤纷靓丽的篇章ʪ

Ž去年，蚌埠因影视剧Ż出圈ż，但当
我真正来到这里，震撼的是晚霞映入淮
河的壮美；站在禹会诸侯地仿佛穿越千
年，耳边传来的是万国诸侯执玉帛来朝
的上古遗音；登上涂山，跟随流传历史
传说，不自觉地一路寻觅禹迹ʪž蚌埠的
独特魅力激发了游客来蚌的热情ʪ趁着
暑假，来自南京的陆先生带着家人流连
于青山绿水之间，感受大禹文化的独特
魅力ƀƀ

在蚌埠，涂山庙会历史悠久ʩ底蕴
深厚，现场有传统的祭祀仪式和表演，

汇聚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和琳琅满
目的特色商品，这也是淮河流域史料记
载最早ʩ规模最大ʩ人数最多ʩ最能传承
中华民族精神和民俗文化的盛会ʪ每年
这个时候，人们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向涂
山，使得这里热闹非凡ʩ人声鼎沸ʪ今年
5月6日，蚌埠首次举办了大禹文化周，
不仅了展现了本地独特的风土人情，还
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传
统文化的珍视，向市民和游客提供更加
丰富的旅游体验ʪ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ʪ今年6月1日至
2日，大禹文化ʩ宋韵文化传承发展交流
会召开，来自浙江ʩ四川ʩ山东等全国各
地的专家学者ʩ文化名家齐聚蚌埠话大
禹ʩ传宋韵，围绕大禹文化进行研讨交
流，形成并发布了Ž大禹文化蚌埠共识žʪ

禹风厚德，千百年来已深深植根于
蚌埠这片土地，成为蚌埠城市文化重要
组成部分ʪ沟通历史与当下，连接传统
与现代，蚌埠复排舞剧《大禹》，生动还
原了Ž凡人ž大禹的鲜活形象，用艺术语
言将大禹文化的绝代风华娓娓道来ʪ通
过举办了Ž文旅大V溯禹迹，瞰蚌埠žʩ
涂山庙会暨民祭大禹活动ʩ涂山音乐嘉
年华ʩ大禹书画作品展ʩ大禹文化大学
生创意设计大赛等一系列活动，并成立
了大禹文化研究院，让蚌埠城市文化名
片愈发闪亮，更好地推动蚌埠Ž走出
去ž，进一步确立蚌埠在大禹文化中的
重要位置ʪ

溯溯源源禹禹迹迹

ĀĀ大大禹禹文文化化āā彰彰显显独独特特魅魅力力

赓赓续续文文脉脉

历历史史遗遗迹迹焕焕发发全全新新光光彩彩

随着文旅深度融合，大禹文化不
仅看得见ʩ摸得着，还催生了新业态，
拉动了新消费ʪ

去年，搭乘着热播剧的Ž春风ž，蚌
埠火速Ž出圈žʪ作为省委ʩ省政府支持
打造的淮河生态经济带和皖北地区中
心城市，蚌埠Ž自带流量ž，加之在《关
于深化文旅融合加快建设高品质文旅
强市的实施意见》《蚌埠市数字创意产
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Ÿ2025
年)》《关于大力提振夜间文化和旅游
消费政策措施的通知》等密集政策的
加持之下，发展商文旅ʩ农文旅ʩ工文
旅ʩ体文旅深度融合的思路更加清晰ʪ

今年，蚌埠持续举办第二届蚌埠
市文化旅游美食季，精心策划一系列
活动，通过文化＋文艺＋文创＋旅游
＋体育＋美食＋商贸，实现Ž文旅＋
Nž的贯通式整合，吸引了众多市民和
游客前来观看，风光无限的蚌埠美景ʩ
回味无穷的蚌埠美食ʩ多元叠加的城
市风貌，受到了广大游客们的频频
点赞ʪ

Ž为了方便游客来游玩ʩ打卡，蚌
埠编排并优化了四条赏花＋美食春游
路线，涵盖了龙子湖ʩ张公山ʩ市博物
馆ʩ禾泉小镇ʩ涂山ʩ白乳泉ʩ沱湖ʩ垓
下遗址等重要旅游景区，以及孙家圩
子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ʩ龙亢新四军
淮上行署旧址等红色景点，做到了看
花ʩ赏美景ʩ品美食ʩ逛美街ʩ住美宿ʩ
参大赛的全链条旅游体验ʪ广大游客
来蚌赏花的同时，还可以参与蚌埠市
的文体旅活动ʪ大禹龙湖国际龙舟赛
暨全国大学生龙舟公开赛作为第二届

蚌埠市文化旅游美食季活动之一，开
赛期间，帆船中心游客最高峰时达10
万以上，涂山风景区接待游客达50多
万人次ʪž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相关
科室负责人江龙表示，下一步，我们将
充分挖掘和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把
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吸引
更多的游客到蚌埠，进一步激活文旅
发展新动能ʪ

在高质量发展的航道上，蚌埠乘
风破浪，启动了Ž靓淮河ž工程，旨在打
造Ž堤固ʩ水清ʩ岸绿ʩ景美ʩ人和ž的美
丽淮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ʩ协调
发展ƀƀ

依托Ž靓淮河ž工程，打造灯光秀ʩ
演艺秀ʩ夜间游船等夜间休闲消费带，
依托青山绿水营造休闲民宿，绣花功
夫Ž织ž乡愁ƀƀ

持续开拓文旅新业态，改造ʩ升级和
培育一批历史文化街区ʩ一批新潮Ž网
红ž景点ʩ一批地域特色文化项目ƀƀ

鼓励文化创意企业以大禹文化为
灵感，创作动漫ʩ影视等作品，与本土
旅游ʩ文化ʩ娱乐消费融合创新，形成
Ž动漫＋ž的新业态，让蚌埠传统文化
更具故事化ʩ动态化ʩ场景化ƀƀ

锚定Ž制造强市ʩ产业立市ž第一
战略，聚力攻坚新能源ʩ新型显示ʩ智
能传感ʩ生物化工ʩ汽车零部件ʩ商业
航天六大产业集群，推动老工业基地
Ž蚌ž发生机ƀƀ

把Ž流量ž变Ž留量ž，让Ž网红ž成
Ž长红ž，蚌埠一路耕耘一路歌，正以全
新的姿态ʩ崭新的面貌，继续书写辉煌
的篇章ʪ

文文旅旅筑筑梦梦

谋谋出出一一片片全全新新天天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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