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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观察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ʪ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文塑旅ʩ以旅彰
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ʪ当前，文
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已成为各地提升城市竞
争力ʩ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ʪ习近平总书
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
打造成为支柱产业ʪ蚌埠市作为一座历史悠
久ʩ文化底蕴深厚且自然资源丰富的城市，具
备发展文旅产业的良好基础ʪ推动文旅融合
发展，对于蚌埠建设文旅强市，实现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ʪ

一ǐ蚌埠拥有推动文旅融合

发展的资源优势

蚌埠是一座自然风光优美，文化底蕴深
厚的城市，有着独特而优越的地理环境，文化
旅游资源积淀深厚，资源分布广且类型多样，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对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具有独特优势ʪ

（一）厚重的历史文化
蚌埠是淮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拥有丰

富的历史文化遗迹ʪ有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ʩ
双墩春秋墓ʩ汤和墓ʩ禹会村遗址ʩ垓下遗址ʩ
化明塘严氏墓和怀远教会建筑旧址等众多历
史文化遗址ʪ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
量刻划符号，是汉字重要起源之一，迎来了蚌
埠地区远古文明的曙光ʪ禹会村遗址使Ž大禹
治水žŽ大禹会诸侯ž由传说变为史实ʪ涂山之
巅的禹王宫ʩ启母石历经千年风霜，见证了厚
重的大禹文化ʪ楚汉时期垓下之围古战场演
绎了Ž霸王别姬ž的千古绝唱，同时承载着厚
重的历史故事和军事文化ʪ这些历史文化遗
产为蚌埠市的文旅融合提供了深厚的文化
根基ʪ

（二）独特的民俗文化
蚌埠地处淮河流域中游，是淮北农耕文

化的典型代表，千百年来，形成了丰富多彩的
具有淮河文化风情的民俗文化资源ʪ最具有
代表性的是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的花鼓灯ʩ泗州戏和五河民歌ʪ作为蚌埠市独具特色的文化名片，一起构
成了蚌埠地方戏曲歌舞最精华的部分ʪ例如花鼓灯艺术，它是集舞蹈ʩ音
乐ʩ锣鼓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民间艺术瑰宝，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和
鲜明的民族特色，深受广大群众喜爱ʪ每年的花鼓灯艺术节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观赏，成为展示蚌埠民俗文化的重要窗口ʪ此外，还有已经列入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素有Ž淮河三花ž美称之一的卫调花鼓戏ʩ淮河
琴书ʩ余家皮影戏ʩ临北狮子舞ʩ钱杆舞ʩ旱船舞ʩ独杆轿等，一直受到民众
的喜爱ʪ

（三）丰富的红色文化
近现代以来，蚌埠是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土地之一ʪ辛亥革命时期就

有怀远热血青年程良ʩ宋玉琳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为国捐躯；大革命时
期，安徽省第一个由产业工人组成的党组织在这里诞生；土地革命时期，
中共长淮特委在蚌埠成立，领导着沿淮十几个县的党组织开展轰轰烈烈
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蚌埠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
争；解放战争时期，蚌埠成为淮海战役的主战场和进军江南的谋划之地，
邓小平ʩ陈毅ʩ粟裕ʩ谭震林等曾在这里留下光辉足迹ʪ一大批共产党员中
的优秀代表，为了民族独立ʩ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谱写出一曲曲惊
天地ʩ泣鬼神的英雄赞歌ʪ他们是蚌埠人民的骄傲，是留在珠城儿女心中
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ʪ

（四）优美的自然景观
蚌埠地处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四季分明，气候温和ʪ

市区内山水相间，景色宜人ʪ千里淮河穿城而过，Ž靓淮河ž工程成效显著，
淮河两岸风景秀丽，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ʪ龙子湖风景区水域辽阔，湖
水清澈，周边群山环绕，景色宜人，是市民和游客休闲度假的好去处ʪ还有
张公山风景区ʩ天河风景区ʩ淮河闸风景区等ʪ巍巍荆涂二山对峙于淮河
两岸，位于荆山的白乳泉风景区ʩ卞和洞ʩ涂山的圣泉ʩ灵泉景色优美ʪ还
有五河县的大巩山森林公园ʩ樵子涧水库ʩ沱湖风景区等丰富的自然文化
资源ʪ区域内河湖密布，水系众多，有位于五河县的香涧湖ʩ沱湖ʩ天井湖
和位于怀远县的四方湖等，为蚌埠市发展生态旅游奠定了良好基础ʪ

二ǐ加快推动蚌埠文旅融合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资源整合，打造完整文旅产业链
一是建立文旅资源整合协调机制ʪ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联合各景

点ʩ文化场馆等单位，打破条块分割，实现资源共享ʩ信息互通ʪ二是以特
色主题为引领，打造涵盖历史文化ʩ民俗艺术ʩ自然景观等多元素的综合
性旅游线路ʪ如以禹会村遗址ʩ双墩两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依托，探索
Ž考古+旅游žŽ遗址+博物馆ž模式，开发独具特色的考古旅游线路，增强
游客体验，在沉浸式旅游中感受淮河文化的独特魅力ʪ再比如把花鼓灯艺
术与优美的天河湖自然风光结合起来，建好Ž中国花鼓灯第一村ž，成为集
花鼓灯保护ʩ旅游观光ʩ民宿垂钓ʩ采摘休闲为一体的民俗文化旅游景点ʪ
三是鼓励文旅企业之间开展合作，形成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ʪ
例如旅游公司与文化创意企业合作，开发特色旅游商品，丰富旅游产品
供给ʪ

（二）挖掘文化内涵，提升旅游产品吸引力
一是组织专业团队对蚌埠市的历史文化遗迹ʩ民俗文化等进行深入研

究，挖掘其背后的故事ʩ价值和精神内涵，并将这些内容融入到旅游产品的
讲解ʩ展示等环节中ʪ比如以渡江战役总前委孙家圩子旧址ʩ龙亢新四军淮
上行署旧址等红色景点为重点，深入挖掘和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
及旅游价值ʪ二是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VR）ʩ增强现实（AR）
等，对文化旅游产品进行创新开发，让游客能够更加直观ʩ深入地感受蚌埠
市的文化魅力ʪ例如，在双墩遗址参观中，利用VR技术让游客仿佛穿越回
远古时代，亲身体验双墩文明的发展历程ʪ三是推动文化旅游产品的品牌
化建设，打造具有蚌埠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提高旅游产品的辨识度和市
场竞争力ʪ

（三）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提升蚌埠文旅知名度
一是制定统一的宣传推广策略，整合宣传资源，利用电视ʩ报纸ʩ网络

等多种媒体渠道，开展全方位ʩ多层次的宣传活动ʪ例如，制作高质量的蚌
埠文旅宣传片，在各大电视台ʩ视频网站上播放，展示蚌埠文旅亮点ʪ二是
积极参加国内外各类旅游展会ʩ文化节事活动，设置蚌埠市文旅展区，向外
界展示蚌埠市的文旅资源和产品，吸引更多游客和投资ʪ三是利用社交媒
体平台进行口碑营销，鼓励游客在游玩蚌埠后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体
验，通过游客的口碑传播提升蚌埠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ʪ

（四）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提高游客满意度
一是加强旅游景区周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公交线路，方便游客

出行ʪ例如，对于偏远但颇具特色的自然景区或乡村旅游点，专门规划公
交线路，并根据游客出行高峰时段合理安排车次，方便游客往返ʪ二是提
升旅游景区周边住宿和餐饮服务质量，鼓励建设更多高品质的酒店ʩ民
宿，规范餐饮市场秩序，确保游客能够享受到舒适的住宿和美味的餐饮ʪ
组织美食文化节等活动，推广蚌埠的地方美食，如怀远石榴酒ʩ五河螃蟹ʩ
蚌埠小龙虾等，吸引游客品尝ʪ三是为了提高游客在蚌埠市旅游的舒适
度，在旅游景区内设置更多的休息区ʩ公共厕所等便民设施，完善景区的
服务功能，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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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报融媒体记者 何 沛

淮河奔涌，润泽千年Ǒ蚌
埠，与淮河相依相生，被誉为
Ā淮畔明珠āǑ丰富的旅游资
源ǐ灿烂辉煌的历史ǐ深厚的
文化底蕴是这座城市得天独
厚的优势，为文旅融合注入源
源不断的灵感与故事Ǒ近年
来，蚌埠推动政策赋能ǐ资源
聚合，以Ā以点带面ǐ点面生
辉ā的生动实践，让Ā诗ā与Ā远
方ā的融合转化为具象可感的
美景ǐ美食ǐ美的文化盛宴，让
古老与现代交织碰撞，文化与
生态和谐共鸣，生动演绎着文
旅融合发展的全新范式Ǒ

在Ā5f19中国旅游日ā到
来之际，蚌埠市委党校学者与
蚌埠日报记者深入一线聚焦
文旅融合新貌，共同探寻蚌埠
Ā诗与远方ā的交融轨迹，进一
步激活文旅资源，推动产业升
级，让更多游客领略这座淮畔
名城的独特魅力Ǒ

在蚌埠，多个Ž爆款夜市ž点亮城
市夜空，成为推动夜间经济繁荣ʩ商
文旅消费升级的强劲动力ʪ阿财老铺
特色美食街区，正是其中一颗耀眼的
明星ʪ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的Ž五一ž假
期，阿财老铺特色美食街区迎来了客
流高峰，日均接待3.4万人次，同比增
长10%ʪ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近300米长
的老街上，西煤建ʩ二马路ʩ施家洼ʩ爱
国巷ʩ老地委ʩ酱品厂宿舍ʩ红旗二路ʩ
大舞台ƀƀ这些承载着蚌埠老城记忆
的地标性场所在这里串联，让这个特
色街区不仅是美食的汇聚地，更集旅
游观光ʩ文化休闲ʩ民俗体验于一体，
瞬间唤醒老蚌埠人心中沉睡的记忆ʪ

独特的Ž场景力量ž激发了人们
的消费热情，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前来
打卡，Ž在这里，仿佛每一个角落都在
讲述着蚌埠故事！ž外地游客们则感
慨：Ž本以为只是一条普通的美食街，
没想到藏着这么多惊喜！ž

来自南京的周先生和好友来到
阿财老铺美食街区，正巧赶上2025年
蚌埠市首届人气街区特色晚会活动
蚌山区Ž街晚ž复赛第二场在此举办，
火爆的人气让周先生感觉置身在音
乐节ʪ面对一众等待炫小龙虾的食客
排起的Ž长龙ž，周先生一行选择先在
街区周边拍照打卡，Ž前面还有三十
桌 ，正好趁这个时间逛逛 ，拍些美
照ʪž

据阿财老铺特色美食街区负责
人朱海霆介绍，这里之所以能成为网
红 打 卡 地 ，离 不 开 其 独 特 的 文 化
表达ʪ

十多年前，阿财老铺还只是华夏
第一街区内一家普通的饭店ʪ朱海霆
却有着野心，他立志要将这家小店打
造成独一无二的特色地标，提出了
Ž店是一条街，街是一家店ž的构想ʪ
2020年，他利用店前区域开展免费招
商，为流动商贩搭建固定摊位，吸引
了众多特色美食ʩ餐饮品牌在此集
聚ʪ如今，游客来到这里，不仅能品尝
到小龙虾ʩ冰酒酿ʩ烧饼夹里脊等地
道的蚌埠美食，还能尝到各种网红小
吃，满足味蕾的多样需求ʪ

为了焕活Ž蚌埠特色ž，蚌山区通
过阿财老铺模式的创新打造，建立特
色样本，为街区注入更多文化元素ʪ
除了美食，民俗表演ʩ非遗展示轮番
上演，传统与现代在这里碰撞交融，
展现出独特的魅力ʪ传统的街市风
貌ʩ独特的文化内涵ʩ现代的消费业
态，阿财老铺特色美食街区获评2024
年度皖北区域十佳消费场景ʪ

Ž街ž与Ž店ž相得益彰，互相成
全，呈现了Ž1＋1＞2ž的引流效果ʪ如
今，蚌埠老字号招牌与市井生活完美
融合，成为游客们争相合影的热门打
卡点，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十足的大
片ʪŽ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阿财老铺
通过美食为纽带，全方位展现了蚌埠
的传统文化，丰富了市民生活，也为
城市增添了活力ʪž朱海霆满怀憧憬
地表示，未来将深入挖掘ʩ传承和利
用街区的历史文化，朝着Ž从一条街
到一座老蚌埠龙虾城ž的目标迈进，
让更多人领略蚌埠的独特魅力ʪ

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里，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关心粮食和蔬菜，这
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成了人们心底
最柔软的向往ʪ而在龙子湖畔，这分
诗意正化作触手可及的现实ʪ

随着Ž靓淮河ž工程的推进，龙子
湖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荣获国
家级Ž幸福河湖ž称号ʪ这里不仅有碧
波浩渺的湖光水色，地标打卡点中国
地理南北分界线标志雕塑，新晋网红
景点Ž龙鳞叠水ž等，更藏着Ž城水共
生ʩ农旅共兴ž的奇妙体验ʪ

今年年初，市水利部门ʩ水投集
团在保持龙子湖西南岸一片46亩河
滩地耕地属性不变的前提下，创新推
出ŽŻ梦之园ż市民认领计划ž，打造标
准化生态菜园ʪ园内460块50平方米
的小菜园整齐排列，配套完善的生态
种植培训ʩ灌溉水源供给和定期农技
指导等ʪ市民在这里，租一块属于自
己的菜地，种上喜欢的蔬菜或者瓜
果，既能在劳作中体验农耕乐趣，又
能在一年四季吃上新鲜ʩ无公害的
蔬菜ʪ

市民陈欣的心中一直都有一个
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ž的田园
梦ʪ今年3月30日，Ž梦之园ž开园当
日，她如愿以偿租下一块菜地ʪ如今，
园中的西红柿已悄然成熟，这分丰收
的喜悦 ，让她迫不及待地与女儿
分享ʪ

对许多人而言，Ž梦之园ž不仅是
挥洒汗水的田园，更是心灵休憩的港
湾ʪ市民张女士感慨道：Ž周末全家一
起在田间劳作，既释放了压力，又增
进了亲情，还能让孩子体验劳动的快
乐ʪ累了就看看湖景，惬意极了！ž在
张女士看来，Ž梦之园ž更像是一个农
耕俱乐部，大家在种菜之余交流经
验，也因此结识了许多朋友ʪ

Ž梦之园ž不仅是市民的田园乐
园，也是生态保护的创新实践ʪŽ开园
当天，460块城市菜园地就被抢光
了ʪž负责Ž梦之园ž项目运营维护的
安徽尚禹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负
责人丁干介绍，项目引入水净化系
统，确保灌溉水源清洁，保护龙子湖
的水质和生态环境ʪ同时，作为农文
旅发展与生态环境整治融合的新探
索，Ž梦之园ž计划注册品牌，配套建
设环境绿化美化工程，推出更多消费
场景，让游客在欣赏龙子湖美景的同
时，感受田园生活的惬意ʪ

龙子湖畔，田园可写诗，生活即
远方ʪ这里既有江南水乡的婉约，又
有北方大地的豪迈，更有都市人梦寐
以求的诗意栖居ʪ种下希望，收获幸
福，书写属于自己的田园诗篇ʪ

淮河之畔，7300年前的文明火种跨
越时空，在蚌埠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重新点亮ʪ曾经深藏地下的神秘遗址，
如今正以创新之姿，成为游客追寻远古
文明ʩ触摸历史脉络的Ž寻梦之地žʪ

双墩遗址作为淮河中游地区已发
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距今约7300年ʪ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ʩ
石器ʩ骨角器ʩ蚌器ʩ红烧土块遗存ʩ动
物骨骼以及螺蚌壳等，种类丰富，涵盖
生产工具ʩ生活用具，还有大批刻划符
号和泥塑艺术品ʪ

今年Ž五一ž假期，这里摇身一变成
为炙手可热的文旅IPʪ从精美的陶塑人
头像，到神秘的刻划符号，从形态各异
的陶器，到种类繁多的骨器，双墩遗址
背后的故事正逐步清晰呈现ʪ游客们在
双墩文化村ʩ非遗展示馆ʩ文创展示馆ʩ
农产品展示馆ʩ双墩遗址展示中心ʩ遗
址博物馆等地追寻古人足迹ʪ

在位于遗址博物馆第一展厅Ž文启
双墩ž的Ž淮畔家园ž，很多市民游客被
双墩先民的居住和生活方式所吸引ʪ
Ž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房屋建筑不仅
能防潮，还能避免虫ʩ蛇及野兽的侵扰，
真是长知识了！ž来自合肥的游客李女
士感慨道，原本以为考古遗址会很枯
燥，没想到孩子玩得很开心，还学到了
好多知识ʪ

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骸ʩ猪形陶
塑，以及家猪与野猪下颌骨的对比，生
动展现了先民的食谱与家畜驯化历程ʪ
Ž现场真实感十足，历史吸引力满满，下
次还要来！ž市民高女士参观后赞不绝
口，Ž家乡有这样一处国家级考古遗址
公园，看到先民们创造的璀璨文明就在
眼前，太自豪了！ž

Ž遗址公园自运营以来，一直备受关
注ʪž双墩遗址博物馆社服部负责人刘燕
介绍，馆内Ž文启双墩žŽ钟离崛起ž两大
展厅，集中展示了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ʪ
很多游客们自发地跟着讲解员的脚步聆
听发掘成果，近距离了解双墩文化ʪ

Ž双墩考古遗址公园致力于打造
Ż城市的会客厅ż和Ż文化的展示厅żʪ未
来，这里还将持续拓展Ż考古+研学żŻ考
古+文旅ż等多元业态，深挖珍贵历史资
源，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文化体验，让
考古遗产焕发历久弥新的光彩ʪž刘燕
表示ʪ

阡陌巷道间升腾的是人间烟火，碧
波绿野中孕育的是生态诗行，泥土深处苏
醒的是文明密码，蚌埠正将历史的厚重ʩ
当下的鲜活与未来期许编制成为流光溢
彩的文旅长卷，在时代浪潮中熠熠生辉ʪ

烟火可醉人

蚌埠市委党
校 二 级 调 研 员
朱学明

Ā夜经济ā作
为服务消费的重

要形式，不仅丰富了城市生活，也带动
了文旅产业的发展，对促进消费ǐ拉动
内需的作用越来越大Ǒ阿财老铺特色
美食街区的Ā烟火气ā符合当前国家提
振消费的产业发展方向，也与我市对
该区域的城市定位相契合Ǒ

阿财老铺正是结合我市文化特
色，推动产业集聚，营造消费场景，丰
富夜间生活，激发消费潜力，使之成为
淮河文化广场市民休闲片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全市餐饮的知名品牌Ǒ为推
动该街区的发展壮大，政府坚持Ā有所
为有所不为ā，既要尊重市场经济的发
展规律，也要发挥政府的规划引导作
用，着力在商圈建设ǐ产业布局ǐ设施
配套等方面下功夫，打造较为完备的
商业生态，形成夜间经济集群，推动我
市文旅产业的发展Ǒ

田园可写诗

蚌埠市委
党校科研部副
主任江海洋

从淮河岸
边 到 龙 子 湖

畔，蚌埠以Ā靓淮河ā工程治理经验迁
移ǐ生态价值叠加ǐ文旅体验创新的
梯度升级，推动了从Ā工程治水ā到

Ā生态经营ā的探索和跨越ǑĀ梦之园ā
的实践证明，水利工程不仅是防洪惠
民的基础设施，更能通过Ā生态+文
旅ā的创意赋能，成为链接城市与田
园ǐ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载体ǑĀ梦之
园ā市民认领计划的火爆再次印证了
文旅融合的深层逻辑：不是对自然的
过度开发，而是以尊重为前提的创造
性转化Ǒ当田园成为可参与的诗ǐ生
态成为可体验的景，蚌埠正以Ā小田
园ā撬动Ā大生态ā，让Ā望得见山ǐ看
得见水ǐ记得住乡愁ā的美好愿景，在
都市近郊落地生根ǐ开花结果Ǒ这种

Ā生态为基ǐ体验为核ǐ创新为要ā的
Ā生态+文旅ā发展路径，不仅为蚌埠
文旅注入了田园诗意，更为城市发展
传递了一个重要启示üü最好的文
旅融合，从来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Ǒ

遗址可寻梦

蚌埠市委党
校党史党建教研
部副主任ǐ副教授
崔北军

建设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既是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文化遗产Ā活ā起来的有效途径，也是
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Ǒ
双墩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重要文化遗
存，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出土的
大量刻划符号ǐ陶器等文物，为中华文
明探源提供关键线索Ǒ该遗址公园通
过打造遗址展示区ǐ文化体验区等功能
分区，运用数字化展示手段，让游客沉
浸式感受淮河文化独特魅力，满足人们
对文化深度体验的需求Ǒ同时，围绕遗
址公园开发特色文旅产品ǐ研学课程，
拓展文旅产业链，带动周边餐饮ǐ住宿ǐ
文创等产业发展Ǒ双墩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必将成为蚌埠城市文化新名片，吸
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实现文化传承与
旅游发展的良性互动，为蚌埠文旅融合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Ǒ

①①

②②
③③

图片说明：
①近日，2025年蚌埠市首届人气街

区特色晚会活动蚌山区Ā街晚ā复赛第二
场在阿财老铺美食街区火热开赛Ǒ

融媒体记者 刘晨 摄
②日前，市民在龙子湖畔的Ā梦之

园ā种地，感受劳动带来的快乐Ǒ
融媒体记者 刘晨 摄

③蚌埠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无
人机照片）Ǒ

融媒体记者 陈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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