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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绿护绿爱绿 筑牢生态屏障
本报讯 春风送暖， 万物萌发，正

是一年一度植树绿化的好时节。 3 月 11
日上午， 八公山区组织区四大班子领
导、区直各部门负责人等百余人，前往
舜岳水泥公司小武山生态修复区参加
义务植树活动。

植树现场，大家三五人一组，拿起
工具，挥锹铲土，将一棵棵树苗稳稳栽
入，培实新土，提桶浇水。 现场忙碌有
序，大家干得认真细致、热火朝天。

经过一番辛勤劳动， 一株株新绿
昂然挺立， 在明媚的春光中展现出勃
勃生机。大家纷纷表示，通过参加植树
活动， 进一步增强了绿色生态环保意
识，弘扬了植绿、护绿、爱绿的文明新
风，也为建设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
气常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
态美好八公山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
量。
（本报通讯员 胡 捷 本报记者 何婷婷）

文旅融合发展 擦亮旅游名片

本报讯 八公山区以文化为灵
魂、旅游为载体，以项目为牵引、以活
动为平台， 多措并举推进文旅融合发
展， 积极打造长三角重要的文化旅游
目的地和休闲康养地。

该区举办第二届八公山区文化旅
游节暨观赏石艺术展，结合乡村旅游，
设立闪冲美食节、 林场盆景展两个分
会场， 展会期间， 游客接待量大幅增
长，有力促进了八公山品牌宣传，提升
了该区知名度和文化软实力。 大力发
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
模式，争取 50 万元市级文化资金扶持
改造妙山村二十四节气主题民宿项
目，促进形成文旅产业发展新格局。围
绕乡村振兴战略，丰富旅游业态，大力
推进体验互动游、休闲度假游、康养旅
居游等多种业态发展， 先后建成憨豆
乐园、丁山游园、妙山村民宿及闪冲村
民宿项目。加强项目谋划，积极谋划八

公山文化旅游博览园、 八公山文化生
态走廊、八公山健康文体小镇等项目。
召开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
会议，组建区文联，引导全区文学艺术
工作者致力于繁荣发展八公山文艺事
业， 为加快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八
公山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同时， 该区聚焦谋划长三角重要
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和休闲康养地，加
快推动八公山风景区创建国家 5A 级
旅游景区，梳理景区评定标准，谋划风
景区建设提升项目，成功入库安徽省第
二批专项债项目。升级改造景区内水电
线路，新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景区内
健身步道延伸至景区南门，招标完成景
区北门停车场升级改造设计方案，即将
开始施工建设；稳步推进水系景观改造
提升等项目建设。组织开展“母亲节”半
价游玩、“儿童节”儿童免费游等风景区
营销活动，联系市内其他两家 4A 级景
区焦岗湖景区和焦岗湖影视城打造“一
山、一水、一城”旅游目的地优惠门票活
动，取得市场良好响应。
（本报记者 何婷婷 本报通讯员 胡 捷）

突出产业特色
开发旅游资源 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 八公山区山王镇因地制

宜，积极推进闪冲村“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 创建工作， 以改善人居环境为重
点、完善基础设施为抓手，突出产业特
色，开发旅游资源，促进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壮大、村民增收致富。

该镇积极探索“党建+协会”和“党
建+合作社”新模式，走出一条“抓农村
党建促民族团结”的新路子。 2020 年，
闪冲村党支部牵头成立 “八公山区民
宿协会”和“八公山区野茶协会”，积极
吸收村民入会，在民宿经营者、野茶种
植户、合作社之间发挥纽带作用，实现
共同发展。 引导党员致富带头人成立
养殖、种植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引领农
民抱团致富。 村支部以村级活动场所
为依托，推行“党支部+党员+群众”的
党群联系服务体系， 积极开展党性教
育和思想引导工作， 坚持把民族团结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爱国主
义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开展
党建知识、民族理论政策、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主的教育培训， 激发党员
群众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加强各民族
群众之间的沟通和联系。

发展特色产业，增加群众收入。 山
王镇依托本地土地、林地等资源优势和
产业基础，发展特色种植，结合闪冲村
经果树木种植特点，引进“红油椿”香椿
等新品种， 大力培育板栗、 水蜜桃、山
芋、西瓜等闪冲村新的特色农产品。 发
展特色养殖， 充分利用闪冲村山林优
势，结合少数民族特色，发挥当地合作
社示范作用，带领、鼓励农户养殖“波尔
山羊”、“特色品种黄牛”等。 打造民族特
色小吃，重点发展牛、羊肉圆、清真撒
子、清真油香等特色民族食品，培育和
开发少数民族特色餐饮品牌。 近年来，
闪冲村获得“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第五届全国文明村，安徽省“美丽乡村”
示范村、安徽省百名“民族团结进步之
星”、安徽省一村一品专业示范民族村、
安徽省“美丽宜居村庄”示范村等荣誉。
（本报记者 何婷婷 本报通讯员 唐 倩）

增殖放流保护生态环境
3 月 14 日上午，八公山区开展春季淮河增殖放流行动。该区农业农村水利

局在淮河干流钱家湖段等处投放了草鱼、花鲢、白鲢等淮河原生品种鱼苗 3.2
万尾，进一步推进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渔业资源的增殖和可持续发展，共
建人、鱼、水和谐共处的优美环境。 本报记者 陈海涛 摄

为八公山高质量发展绘就更加浓厚的生态底色
———八公山区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本报记者 何婷婷

“以前这里水很臭，现在水变清了，空气也好了，我们
下班后都喜欢来这遛弯！ ”在八仙阁公园里散步的市民张
先生高兴地说，这都得益于政府的环境治理项目。

去年，市整改办开展“1+1+N”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排查
整改工作时发现，八公山区八公山涧沟（八仙阁段）水体呈
褐色、有刺鼻气味。 市整改办将此问题交办八公山区，该区
住建局随即实施八公山涧沟清淤治理项目，对八公山涧沟
八仙阁流域开展清淤治理工程，治理面积长 600 米、宽 40
米，工程完工后水体重回清澈。

良好生态，是八公山区的一张名片，更是八公山区的
一份责任。 近年来，该区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
筹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和生态环保各项工作，扎实
推进生态领域突出问题整改， 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三大”保卫战勾勒美好生态画卷
2021 年 ，PM2.5、PM10 平均浓度分别同比下降 13.4%、

13.8%，空气优良天数比例提高 1.5 个百分点，顺利实现“两
降一升”目标。 PM2.5 和 PM10 日均浓度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
的最好水平……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八公山区持续
开展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努力建设青山常在、绿水
长流、空气常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态美好八公山。

在“蓝天保卫战”中，该区依托大气污染防治“五控”工
作机制，认真对照“十查十做”表，积极落实“一区一策”治

理方案，开展涉 VOCs 企业治理、机动车路检路查专项行
动、锅炉和炉窑综合整治、秸秆禁烧、重点行业绩效分级提
升改造等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加大扬尘治理工作力度，2021
年处置整改市大气办巡查交办突出大气问题 196 项，空气
质量总体得以改善。

在“碧水保卫战”中，该区开展水质监测工作，对 6 个
入河排污口，2 个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开展水质监测工
作，并加强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环境监管。 同时推
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实施山王镇闪冲村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对闪冲大沟闪冲村段提升改造，重点解决闪冲村生活
污水排放问题。

在“净土保卫战”中，该区开展打击涉危险废物环境违
法行为，推进固体废物污染排查整治行动，开展土壤污染状
况详调，实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范围全覆盖。 同时以农村污
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 加快解决农村人居环
境突出问题，保障人民群众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紧盯问题整改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矿山环境治理对我们群众来说是大实事、大好事！ ”

在八公山镇一处采石塘口附近的村民李大爷说，治理之后
山青了，水绿了，环境更好了。

“绿盾 2019”专项行动反映八公山区问题点位 36 处，
其中有位于八公山镇、山王镇、妙山林场采石塘口 11 处。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地村民为了增加收入，利用山场区位优
势，开始采石，发展建材生产，严重破坏了周边生态环境，影
响村民的正常生活。 近年来，八公山区多措并举进行停采整
治，对石灰窑、采石机进行拆除，封锁了采石塘口并对采石
塘口进行生态修复， 在塘口栽种了果树及在沿山道路栽种
了生态林，进行了植被恢复，如今草木郁郁葱葱，果实满枝。

该区扎实做好“1+1+N”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
在 2021 年初制定工作方案， 指导各单位对既往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开展回头看。 去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 31
件信访件已全部通过验收销号，反馈问题按时间要求有序
推进，“严、重、促”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涉及上游社区雨污分
流工作已完成整改并通过验收销号。

“各责任单位要把突出环境问题整改作为必须完成的
政治任务。 ”在今年 3 月 9 日召开的八公山区环委会 2022
年第二次会议上，该区主要负责同志强调，要坚持清单化
抓整改，闭环式抓落实，把整改进度往前赶，把整改质量往
上提，确保所有问题按期改彻底、改到位。

有效环境监管提升群众生态福祉
2021 年，八公山区集中执法力量，加强环境执法检查

力度，办理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案件 11 起，并常态化开
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开展双随机检查 33 家。

“我们区始终把环境信访工作作为事关民生和稳定的
重点工作来抓，充分发挥‘12369’环境投诉热线和 12345 市
长热线的作用， 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 随时受理群众投
诉。 ”该区环委会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该区全年共受
理环境污染投诉和来信来访 58 件，全部及时进行了办理，
调查处理率和办结率达 100%。

同时，该区增强执法服务意识，认真贯彻落实监管执
法正面清单工作， 确定进入监督执法正面清单企业 6 家，
实行分类监管、差异化监管模式，坚持利用无人机巡查、在
线监控、视频监控、用电监控等科技手段开展非现场执法
检查。 对 15 项轻微环境违法行为，首次经告知后积极整改
到位的，予以行政告诫，免于行政处罚，有效减少了企业的
不良信息。

旧地新景八公仙阁
生机盎然美不胜收

位于八公山区城区中心位置的八仙阁公园，1986
年就建成，占地面积 102亩。去年 8月，八公山区邀请
专业人士对公园布局重新进行规划设计， 对八仙阁
公园进行整修翻新，清理淤泥，平整土地，修剪草木，
同时铺设草坪，新建了步道、护栏及净化水池，于今
年 1月正式完工开园。 春季园内一派生机盎然、庄重
典雅的江南园林特色，水榭楼台、八公阁、刘安雕塑、
八公仙阁碑亭、荟萃名馆、曲廊曲桥、假山瀑布等多
处园林景观美不胜收。 本报记者 陈海涛 摄

一村一特色，串起八公山下醉美风光
———八公山区大力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本报记者 何婷婷 本报通讯员 胡 捷

近期，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黄山社区、
山王镇闪冲村入选安徽省乡村旅游 “特色
美食村”，也是我市此次入选的仅有两个村
（社区）。

“我们将以突出地方特色为重点，以民
俗文化传承为体现，融合美‘食’、美‘境’、
美‘景’、美‘感’，推动乡村旅游集聚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谈到下一步如何以“特色
美食村”助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时，该区有
关负责同志信心满满。

近年来， 八公山区高度重视乡村旅游
发展，依托景区及周边、美丽乡村等资源，
逐步开发建设包括品质民宿、特色餐饮、农
事体验、户外拓展为主题的特色休闲旅游，
带动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

走进沈巷村“灶有趣”农家体验园 ，一
面面栩栩如生的矿工生产生活涂鸦墙映入
眼帘，一个个老故事老作品引人入胜，随处
可见的“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的警示标语
让人身临其境。 “没想到这个废弃多年的工
厂还能变成乡村美景，真是变废为宝了！ ”
一位家住附近的村民激动地说。

这里原是“淮南市第二煤矿 ”，自煤矿

关停后一直闲置弃用，且年久失修。 八公山
镇沈巷村党支部积极争取上级乡村振兴扶
持资金，以“老矿区，新故事”为主题，将其
改造成餐饮休闲农家体验园。 同时推行“体
验式”农家乐，让游客自己动手生火做饭烧
菜，体验“返璞归真”的乐趣。 “去年‘十·一’
黄金周期间，‘灶有趣’ 首次营业就生意火
爆，共接待游客 1000 余人次，营业额达 2.5
万元。 ”八公山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该村
还将继续挖掘“玩有趣”“老有趣”“购有趣”
“住有趣”等项目，让沈巷村成为周边游客
踏青、聚餐、休闲、散心的后花园。

“我们强化示范引领，做好特色文章 ，
着重对景区周边村庄进行乡村旅游开发。 ”
该区文旅局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说， 该区充
分发掘南塘桃花和憨豆乐园、 丁山葡萄和
丁山乐园、林场木瓜以及盆景小品、山王小
村和油菜花、 闪冲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乡
村资源的旅游开发、妙山民宿、沈巷“灶有
趣”农家乐等特色产业，打造结构合理、特
色鲜明、乡土气息浓烈的乡村旅游产业。

南塘村位于八公山下，山王镇西部，南
临国家 AAAA 级风景区———八公山风景
区，耕地面积 1200 多亩，山林 2000 多亩，主
要种植桃树、梨树等。 每到三四月份，桃花
梨花竞相绽放， 整个村庄俨然成了花的海
洋， 每年约有 5 万人以上的游客到南塘欣

赏花海。 而到了金秋时节，村内果香四溢，
湖水碧波荡漾， 良好的生态环境让不少人
感慨 “犹如走进了一幅丹青水墨画”，游客
在这里采摘、玩耍，不亦乐乎。

坐落在八公山风景区旁的八公山镇妙
山村，全村森林覆盖率达到 90%以上，山清
水秀，气候宜人。 “自 2020 年起我们镇利用
村内闲置用房，改造成民宿院落，共建有青
竹园、青石园、青木园 3 个院落、18 间客房和
36 张床位。 ”八公山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走进妙山村， 一栋栋特色民宿依山而
建，典雅别致，庭院内草木葱郁，鲜花绽放，
兼具现代和古风感。 由民宿内向窗外望去，
八公山的自然风光一览无余， 山中美景尽
收眼底，远离城市喧嚣，没有世俗纷扰，感
受大自然的鸟语花香。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新。 ”八
公山区借助高校资源指导村、镇，发掘乡村
气息，树立鲜明的乡村景象，形成“一村一
品”的格局，让每个村都在游客的脑海中留
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为了强力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八公山
区组织全区所有的村及村干部进行了乡村
旅游培训， 通过学习， 广大学员提升了眼
界、开拓了思路，对乡村旅游有了全新的定
义，对乡村旅游的发展也充满了信心。

“我们引导妙山村、闪冲村承接旅游风

景区优势， 重点打造以多种风格民宿为核
心的休闲旅游产业， 截至目前共改造完成
43 间民宿，停车场、休闲影院、路面亮化等
配套设施逐步完善，运营情况良好。 妙山村
在 2021 年获得首批安徽省特色旅游名村。”
该区文旅局有关负责同志介绍， 山王镇则
突出镇域特色，明晰产业定位，全力培育壮
大“玉露泉”饮用水和“白龙潭”蔬菜两大特
色品牌， 并举办林场村盆景展览及闪冲美
食节，提升品牌效应。

结合少数民族特色及大八公山旅游环
境，该区还大力推动项目建设，近年来淮南
君泰旅游度假酒店主体完工， 南塘长廊修
缮完成，打通石门潭及南塘水库循环道路，
提升改造 24 名泉-洗云泉景点， 进一步改
善了旅游环境和基础条件。

“我们将统筹规划乡村旅游，把乡村旅
游作为八公山风景区有益的补充， 拉长八
公山区旅游产业链。 ”该区有关负责同志介
绍说，八公山区将以八公山文化为底蕴，将
乡村旅游打造成乡村度假、生态观光、文化
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地。 特别是要
深挖本土文化资源， 做好乡村旅游产品开
发，突出山水风情、农家风情，围绕城市居
民回归自然的需求， 开发乡土浓郁的特色
产品，并做好旅游产品的设计，打造乡村旅
游精品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