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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风光雄奇多姿的安徽近年

来大打“文化休闲牌”，以芜湖方特、

巢湖香泉、来安白鹭岛、黄山醉温泉

为代表的一批旅游休闲度假产品投

入运营，极大丰富了旅游产品类型，

提升了旅游人气指数。“无论是游客

的新需求，还是假日旅游出现的新变

化，都迫切要求旅游产品的转型升

级。目前，全省旅游在建项目993个，

其中既有一批各具特色的‘星星工程

’，也有一批牵动性强的‘月亮工程’、

‘太阳工程’。这些项目尤其是大项

目既为当前的旅游树形象、造影响，

又为今后的发展蓄后劲、作支撑。 ”

省旅游局规划发展处负责同志介绍

说。

记者从我省日前出台的《进一

步加快发展旅游业的实施意见》上了

解到，到2015年，我省旅游总收入达

到3000亿元以上，培育20个年经营

收入超10亿元的旅游企业，2-3个年

经营收入30-50亿元以上的大型旅游

集团。安徽将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支

撑，着力打造世界遗产与徽文化游、

九华山生态与佛教文化游、环巢湖休

闲度假游、大别山彩色游、皖北楚风

汉韵历史文化游等旅游产业集聚区。

■“十二五”旅游营收将超3000亿

■黄山《徽韵》演绎古徽州今昔

文化“牵手”旅游，安徽早已行

动。2009年 9月，省“861”计划重点

文化项目、大型旅游演出《徽韵》在黄

山上演。“我们努力尝试让每一位游

客到黄山后，能通过大型多媒体现代

歌舞《徽韵》展示黄山、认识徽州，解

读徽文化形成的原由。”该剧策划人、

监制蔡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据介绍，历时3年策划、编导，投

资近亿元的大型多媒体现代歌舞《徽

韵》既包含了董永七仙女的美丽爱情

传说；又有解读历经风风雨雨、造就

了“徽商”雄霸中国商界将近400年

的历史原因；更有反映国粹“京剧”是

由“徽班进京”演变而来的真实史料

故事。全剧共分5幕，每一幕相对独

立，又互相关联。通过现代化的声、

光、电等多媒体技术和生动形象的舞

台艺术，充分展现了神奇秀丽的黄山

风光和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蔡平认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

化不能养在深闺，需要通过更好的载

体走进民众。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

旅游跟文化结合是旅游业未来发展

的必然趋势。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

文化、让社会资本更多参与文化产

业，应是成功企业家肩负的使命。

登经典黄山、身临波澜壮阔的云海；泡飘雪温泉，让身心在热汤中休憩；赴绩溪龙川，赏田园山

水风……如果说这些丰富的自然美景还不足以诱惑你，那么在加上一场冲击视觉、听觉，最后直达心

灵的主题演出，是否让你对安徽之行更加期待？记者日前从旅游部门获悉，一台名为《印象九华》的

大型山水实景演出正在打造之中，届时游客可在游览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九华山、参观世界最

大的99米高地藏王大铜像时，欣赏实景演出…… 记者董艳芬

国家旅游局将2011年确定为“中

华文化游”主题旅游年，我省结合实

际，提出了“徽文化、让旅游更精彩”

的口号，借助主题年的契机，进一步

弘扬徽文化，推动我省文化、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文化给旅游以脊梁，旅

游给文化以翅膀。

由张艺谋导演执导的大型桂林

山水实景演出大戏《印象刘三姐》已

经成为桂林旅游中最富有诗意和文

化内涵的观光项目之一，成为游客到

桂林不可不看的经典剧目。如果说

《印象刘三姐》开创了以传统民族文

化带动当地旅游的先例，那么《印象·
九华》则更是将山水实景演出发扬光

大。

今年1月24日，由著名导演张艺

谋领衔创作的“印象系列”正式走进

安徽——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与北

京印象创新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在合

肥稻香楼宾馆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合

力打造《印象·九华》实景演出。预计

演出将于 2012 年底和广大游客见

面。届时游客在游览中国佛教四大

名山之一的九华山、参观世界最大的

99米高地藏王大铜像时，可欣赏这台

实景演出。

■《印象九华》PK《印象刘三姐》

据了解，我省山川秀美，风光旖

旎，更因历代文人墨客的足迹而灵动

而闪光。黄山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

双遗产，是中华民族山水文化当之无

愧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山水画灵感

的源泉。唐代诗仙李白游历安徽十

余次，写下140多篇诗作。宋代文豪

欧阳修在滁州琅琊山写下的《醉翁亭

记》，成为中国散文的典范和士大夫

们的楷模。

江淮大地，传统戏剧、民间音

乐、传统手工艺、民间舞蹈和民间美

术灿若星河，许多艺术门类和成果享

誉海内外。戏剧中的黄梅戏、徽剧、

泗州戏、庐剧，传统美术中的新安画

派、阜阳剪纸、徽州四雕、徽派篆刻，

传统手工技艺中的文房四宝、芜湖铁

画、万安罗盘，传统舞蹈中的花鼓灯、

傩舞等，无不特色鲜明，别具韵味。

其中，黄梅戏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地方

戏曲之一，徽剧是京剧的前身，中国

文房四宝中的徽墨宣纸更是中国绘

画和书法创作及古人日常书写不可

或缺的工具。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

化的载体，一次难忘的旅游必定是一

次文化之旅，精神之旅。这些丰富的

文化资源和鲜明的文化特色是我省

旅游业发展的宝贵财富，为旅游强省

建设构筑起重要的资源支撑。

■文化让旅游更有“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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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安徽旅游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