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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 河 之 畔 ，古 韵 悠

长 Ǒ漫步在蚌埠市淮上

区，从7300年前的双墩遗

址到碧波荡漾的三汊河

湿地，从红色文化纪念馆

到现代文旅综合体，历史

与自然在这里交织，传统

与现代在这里碰撞Ǒ

Āþ 街晚 ÿ大舞台，有

才你就来ā人气街区特色

晚会热闹开演ǐ双墩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迎来客流高

峰ĂĂ今年Ā五一ā假期期

间，淮上区接待游客11 .09

万人次，旅游收入5085万

元，文旅市场呈现Ā旺丁又

旺财ā的生动局面Ǒ

近年来，淮上区紧扣

Ā以文塑旅ǐ以旅彰文ā主

线 ，以Ā全 域 旅 游 ā为 引

领，以Ā文旅+ā为抓手，全

力打造淮河文化核心展

示区ǐ皖北生态休闲目的

地，一幅文旅融合高质量

发 展 精 彩 画 卷 正 徐 徐

展开Ǒ

跳出Ž就景点论景点ž的局限，淮
上区将全区作为一个大景区来规划，
通过顶层设计，明确全域旅游方向ʪ
结合小蚌埠片区开发，三汊河局域开
发ʩ梅桥区域开发，把农旅ʩ民俗和文
化等元素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编制三
汊河双墩片区旅游规划，全面推进双
墩及三汊河周边研学路线建设及产业
发展ʪ同时统筹编制淮上区文旅产业
规划ʩ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发挥各地地
域优势，错位发展，构建淮上区全域旅
游发展格局ʪ

淮上区以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为核心，打造淮河文化体验 ；以三
汊河湿地生态带ʩ淮河沿线景观带为

纽带，串联散落的文旅资源 ；以卫食
园工业旅游圈ʩ梅桥农旅融合圈ʩ主
城区商贸文旅圈为支撑，推动Ž景城
一体ž发展ʪ

从Ž珍珠散落ž到Ž串珠成链ž，淮
上区积极构建文旅集聚区，充分发挥
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ʩ三汊河国家
湿地公园等文旅项目驱动作用，打造
文旅产业集聚区ʪ高质量建设双墩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一体化开发建设三
汊河国家湿地公园，逐步把Ž古色双墩
-绿色三汊河ž打造成为集湿地观光游
览ʩ生态农业展示ʩ民俗文化体验ʩ生
态康养度假ʩ户外休闲运动为一体的
文旅产业集聚区ʪ

淮上区是淮河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距今7300多年的双墩遗址坐落于
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是目前淮河
中游地区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
时代文化遗存ʪ双墩遗址出土了600
多件器具刻划符号，是汉字起源的重
要源头之一ʪ其中，出土的陶塑雕题
纹面人头像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ʪ

为保护和利用这一珍贵文化遗
产，2019年，我市启动了蚌埠双墩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ʪŽ双墩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立足做好Ż城市会客厅ż和Ż文
化展示厅żʪ目前，遗址公园具备了学
术研究ʩ研学教育ʩ休闲旅游等功能，
在保护文物的同时，让更多的人可以
亲身体会到双墩的魅力ʪž双墩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道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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ƀƀ双墩遗址背后的故事
正逐渐清晰起来ʪ目前，双墩国家考
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建设完成ʪ走
进园区 ，扑面而来的是历史感与沧
桑感ʪ

下一步，淮上区将依托遗址公园
内部的双墩遗址展厅ʩ双墩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博物馆ʩ双墩一号墓展厅为
核心的旅游景区ʩ文创园区ʩ文化社区
Ž三位一体ž的遗产文化休闲综合体，
推进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城市
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单元；旅游景区，即
在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统筹设计
下，打造最能体现双墩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内涵价值的研学旅游景点；文创
园区，即以双墩文化传承与活化利用
为核心，孵化形成系列双墩文化创意
产业及文化IP；文化社区，即与周围社
区紧密联结，成为蚌埠本地市民最有
活力的社区活动中心ʪ

当夜幕降临，卫食园特色街区变
身Ž皖美消费新场景žʪ这是淮上区推
动Ž文化资源向消费场景转化ž的生动
实践，更是对Ž以文促旅ʩ以旅兴商ž的
创新诠释ʪ

Ž节目形式很丰富，既有传统文化
韵味，又有现代时尚元素，孩子看得特
别开心ʪž5月9日晚，淮上区卫食园夜
市街区灯火璀璨ʩ人声鼎沸，2025蚌
埠市首届ŽŻ街晚 ż大舞台，有才你就

来ž人气街区特色晚会在这里热闹开
演ʪ带着6岁女儿前来观看表演的梅
先生告诉记者，女儿对少儿街舞表演
特别感兴趣 ，一直跟着音乐手舞足
蹈ʪ现场像梅先生这样的家庭观众
不在少数，不少家长表示，这样的活
动既能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又能
体验现代艺术的魅力，是难得的亲子
时光ʪ

品牌是文旅融合的Ž金字招牌žʪ

玉文化交流周吸引全国玉器大师聚
首，龙虾啤酒嗨玩节让夜市经济升温，
Ž5¢19中国旅游日ž活动串联全域美
景，年货节重现传统年俗ʪ其中，2025
蚌埠市首届ŽŻ街晚ż大舞台，有才你就
来ž人气街区特色晚会，将招聘会ʩ文
艺演出ʩ美食市集有机融合，形成Ž就
业+消费+文旅ž的复合场景，线上ʩ线
下共吸引近7000人次求职，成为拉动
夜间经济的新引擎ʪ

2024年，淮上区锚定目标，笃行实
干，扎实举措，积极推动文化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ʪ旅游发展指标排名靠前ʪ
前三季度完成游客接待380.6万人次，
实现国内旅游花费27亿元，人数增幅
居全市首位ʪ旅游品牌创建成效显
著ʪ卫食园荣获省级研学旅游示范基
地ʩ省级皖美消费新场景称号，全省夜
间文旅消费Ž四个十佳žŸŸ十佳深夜
食堂称号ʪ淝南村荣获省级特色美食
村称号ʪ

2025年，淮上区围绕基础设施提升ʩ
文旅融合ʩ产业发展等多方面，谋划双墩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提升改造项目ʩ全民
健身中心项目ʩ八大集康养中心项目ʩ休
闲旅游等4个项目，计划总投资6.7亿元ʪ

项目建设是全域旅游的Ž硬支
撑žʪ淮上区将进一步突破空间限制，
构建Ž大文旅ž格局，高质量建设双墩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加快推进蚌埠双
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及挂牌，通
过开展沉浸式产品供给ʩ个性化服务
设计，对双墩文化和淮畔遗珍进行系
统展示与阐释，重点打造科研ʩ教育ʩ
旅游等综合功能，努力使其成为在考
古遗址和文物保护两个方面均具有全

国性示范教育意义的文化空间ʪ
此外，2025年淮上区将以周口红

色试点村建设为契机，打造淮海战役
周口阻击战旧址ʩ红色文化纪念馆ʩ红
色宣传廊道ʩ国防教育广场等人文历
史景观，将历史文化与红色文化融为
一体，打造多层次ʩ多场景的文化旅游
产品ʪ充分放大国家湿地公园优势，
深度挖掘Ž三汊河莲藕žŽ梅桥大青豆ž
等地理标志产品价值，将梅桥镇打造
成蚌埠乃至安徽省的旅游驱动乡村振
兴示范点ʩ生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
示范点ʪ

淮河之水，奔涌不息；文旅融合，正当其时Ǒ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淮上区，正以全域统筹的视野ǐ创新赋能的智慧ǐ共建共享的

情怀，在江淮大地上书写着文旅融合的时代答卷Ǒ当古老文明与现代生活美美与
共，当诗和远方与人间烟火交相辉映，一个既有文化厚度ǐ又有发展速度ǐ更有民生
温度的新淮上，正阔步迈向更加璀璨的未来Ǒ

本版文字由融媒体记者 尤靖文 采写
特约组稿 高迪
本版图片由淮上区委宣传部提供


	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