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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 最靓的名片是文化， 最优
的禀赋是山水。

淮南地处中国南北分界线， 自然
与历史多重偏爱、 山水与人文相互融
合。

这里有一座城、 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寿县，

这里有一方塘、 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安丰塘，

这里有一部书、 牢笼天地、 博极
古今的 《淮南子》，

这里有一个人、 发明豆腐美食的
淮南王刘安。

这里“屏舜耕而衔两山、 襟淮水
而带三湖”， 三山鼎立、 三水环绕，
处处彰显着“楚风汉韵、 山水之城”
的独特魅力。

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做好文旅融合、 “显山露
水” 文章， 把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是淮南推进
高质量转型发展的矢志追求。

回顾 2023 年淮南文旅发展之路， 正如国家主席习近
平 2024 年新年贺词中所说： “这一年的步伐， 我们走得
很见神采。”

一年来， 市文化和旅游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 认真落实省
委、 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高品质旅游强省要求， 聚焦建设
高品质旅游强市、 长三角区域重要文化旅游目的地， 完善
公共服务体系， 加强文物保护传承， 注重非遗保护利用，
构建了文旅全方位、 深层次融合发展新格局， 打响了 “楚
风汉韵·山水淮南” 品牌。

一年来， 市文化和旅游局重启了 2023 年中国·淮南少
儿艺术节 。 建成 1952 城市记忆文化街区 ， 创新 开展
“520” 淮南文旅惠民季系列活动， 打造了 “幸福之旅·醉
淮南” 文化品牌。

一年来 ， 市文化和旅游局持续推动 “精品主题村 ”
“特色美食村” “后备箱工程基地” 创建。 成立文化旅游
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 设立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市文物
保护中心）， 完成武王墩考古实验室、 文物标本库房、 安
防设施等配套工程建设， 武王墩墓考古发掘工作取得突破
性进展， 书写了精彩的 “文旅故事”。

做好顶层设计， 全面构建 “一线、 三区、 十点” 构架
为主体的旅游空间发展格局

为推动全市旅游产业的资源整合、 空间聚集和功能提
升 ,2023 年， 市委、 市政府顶格召开全市旅游高质量发展
大会， 出台了 《关于深化文旅融合彰显楚风汉韵山水淮南
加快建设高品质旅游强市的实施方案 》， 坚持规划引领 ，
全面构建 “一线、 三区、 十点” 构架为主体的旅游空间发
展格局。

●打造一条主线， 擦亮 “古城·名山” 名片。 发挥寿州
古城、 八公山风景区地理相邻、 资源独特的优势， 打造一
条古城·名山旅游主线， 再现 “城上观山， 遥想八公神话仙
境， 登山览城， 探秘楚汉风云巨变” 的历史长河画卷。

●建设三大片区， 形成联动发展格局。 建设寿州古城
历史文化旅游区， 擦亮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成语
之乡” 金字招牌， 把寿州古城建成全国一流的历史文化旅
游区。 建设八公山生态文化旅游区， 围绕淮南子文化、 豆
腐文化、 古地质文化发展特色旅游和研学旅游， 打造 “揽
八公胜境之秀、 品淮南豆腐之美、 探生命起源之奇、 解以
少胜多之谜” 的文化旅游胜地。 建设焦岗湖休闲度假旅游
区， 以游乐、 休闲、 度假、 垂钓为主体， 打造面向长三角
地区休闲养老、 候鸟式养老休闲度假旅游区。

●培育十大节点群， 充分彰显区域特色。 积极培育千
年古寿州窑文化园、 九龙岗民国小镇工矿遗址、 淮南 1952
城市记忆文化街区—春申里特色休闲旅游街区、 淮南战国

武王墩考古遗址公园、 黄歇墓-春申湖公园、 石姚湾—淮
河老街、 安丰塘、 安徽第一面党旗纪念园、 茅仙洞—硖山
口、 武庙和东辰创大生态园等十大旅游节点群。

深化文旅融合， 全力打响 “楚风汉韵·山水淮南” 品牌
文化为魂， 旅游为体。 我市坚持以改革激发活力， 把

文旅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 2023 年， 全市接待国内游客
3044.65 万人次，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212.63 亿元， 分别同
比增长 71.05%、 85.10%。

●高质量招引文旅项目 。 项目是发展的 “硬支撑 ”。
2023 年， 全市文旅产业 “双招双引” 项目总数 85 个， 金
额约 190 亿元； 已纳统项目 40 个， 金额约 85 亿元， 占比
均为 100%， 省内排名第一。 投资 5.3 亿元的春申里文旅项
目加快建设， 投资 3.4 亿元的御泉湾温泉康养中心项目正
式开业， 投资 2.2 亿元的探淮河农文旅融合项目、 1.15 亿
元的淮南九大湿地自然植物园及青少年活动配套项目等陆
续签约， 孕育着发展新动能。

●高水平创建文旅品牌。 2023 年， 我市新增 3 个 3A
级景区， 2 条旅游线路入选 2023 年 “乡村四时好风光” 全
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4 个村入选首批安徽省 “精品主题
村 ”， 3 个村入选安徽省 “特色美食村 ”， 3 家单位入选
“后备箱工程基地”。 1952 城市记忆文化街区入选省级旅游
休闲街区， 与高塘人家生态园共同入选 2023 年度皖美消
费新场景百强名单。 我市特色旅游商品设计、 动漫作品等
分获 2023 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 第三届乡村文旅创意
大赛金、 银、 铜奖。

●高品质开展文旅宣传。 2023 年， 我市创新宣传推介
方式， 开拓目标游客市场， 打响 “楚风汉韵·山水淮南 ”
品牌。 主动 “走出去”， 开展宣传推介 10 余场， 积极开拓
郑州、 哈尔滨、 越南 、 泰国等国内外客源市场 ， 引客入
淮。 积极 “请进来”， 组织开展 “美好安徽·向春而行” 宣
传活动， 邀请央广网、 中国旅游报、 安徽日报等省内外 20
多名媒体记者来淮采风踩线。 强化区域联动， 联合皖北六
市举办了 “安徽人游安徽·传奇皖北” 文旅宣传推广活动，
联合六安市、 亳州市、 驻马店市、 信阳市、 周口市等省内
外 7 市共同打造 “皖豫七市文旅联盟”， 巩固拓展旅游市
场。 聚焦上海、 合肥等重点游客地市场， 举办上海 “江南
吃货节”、 淮南文旅合肥推介会、 淮南文旅合肥嘉年华等
20 余项活动， 开通了合肥至寿县古城公交旅游专线。 加强
对县区指导， 举办了楚韵寿春城、 八公山文化旅游节、 焦
岗湖音乐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 吸引八方游客。

突出文化惠民， 以文化滋养群众美好幸福新生活
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市文旅部门持续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开展了以 “幸福之旅·醉淮南” 为主题
的 “520” 淮南文旅惠民季系列活动， 以文化滋养群众美好
幸福新生活。 我市部分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获评安徽省最美
“四季村晚” “最美公共文化空间” “公共文化服务品牌”。

我市高质量开展 “送戏进万村” “乡村村晚” “广场
舞展演” 等文化活动约 950 场次， 把文化大餐送到群众家
门口。 全市各级公共文化馆 （站） 开展各类公共文化活动
4800 余场， 服务群众 260 余万人次。 参加第三届长三角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合作机制年会， 花鼓灯、 肘阁抬阁
等本土特色优秀传统文化项目亮相上海市舞蹈大赛， 展现
淮南非遗文化魅力。 举办 《同根同源 翰墨情深———淮南
书画精品上海特展》， 深化闵淮两地文化交流。

在市委、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市文旅部门牵头重新
启动了中国·淮南少儿艺术节。 2023 年 6 月 1 日， “童心
向党 逐梦未来” 中国·淮南少儿艺术节文艺汇演在市文
化艺术中心精彩上演， 引发社会强烈反响， 进一步擦亮了
淮南少儿文艺金字招牌。

加强文物保护， 让文物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文物是文化的载体 ， 保护文物就是传承中华文明 。

2023 年， 我市积极向上争取国家、 省级非遗保护资金 100
余万元， 扎实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开展第七批市保单
位、 第九批省保单位遴选申报工作， 推动 14 处文物点申
报第七批市保单位、 5 处市保单位申报第九批省保单位 。
组织优秀非遗项目参加国内外各类展演展示、 节庆活动 10

场， 让淮南传统文化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聚焦战国楚
王陵 （武王墩墓 ） 的考古发掘 、 保护利用 ， 坚持规划先
行， 完善基础设施， 推动战国楚王陵 （武王墩墓） 考古发
掘等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律回春渐， 新元肇启。 “文旅产业是朝阳产业、 绿色
产业、 富民产业，具有‘一业兴、百业旺’的效应。”市文化和旅
游局局长程昊表示，新的一年，全市文旅部门将聚焦建设高品
质旅游强市目标，全力推进旅游“六大工程”、文化“六大体系”
协同发展，打造“一条主线、三大片区、十个节点”旅游空间格
局，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丰富
文旅产品，创新营销模式，提升新媒体宣传质效，激发文旅消
费，努力将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
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将淮南打造成长三角区域重要文化
旅游目的地， 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淮南贡献文旅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