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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环保厅：
全区实施挂牌督办

馆内游客人满为患

太和县有色金属循环经济示范区因铅污染遭举报，县里调查后称“无异常”

市民网上留言省委书记
整个园区被“叫停”

黄金周过后，马鞍山古床博物馆被“伤”得暂时闭馆

你挥一挥衣袖，别留下伤痕累累
萧然 记者 赵汗青 文/图

马鞍山一家私人博物馆在国庆黄金周

期间遭遇游客爆满，由于室内游客过多，造

成馆内一些贵重文物遭到损坏。无独有偶，

安徽省地质博物馆、合肥杏花公园等等景点

场馆也遭到游客的“破坏”。专家认为，部分

游客素质低下确实存在，而景区也应加强自

我保护，防范来自游客的“好奇之手”。

人满为患，博物馆难以承受

“第一天 4000 多人，第二天 5000 多

人，第三天6000多人，最多的一天达到2

万人。”国庆期间，马鞍山德化堂古床博物

馆开馆迎客，数万游客入馆一饱眼福。

可是，爆棚的参观人数对“德化堂”工

作人员而言，带来的既有惊喜，又有无奈。

德化堂中国古床博物馆位于马鞍山九

华路与康乐路交叉口，毗邻明清建筑园，馆

内300多张精工细作、不同时期的古床，极

具历史及艺术价值。

据不完全统计，自10月1日免费对外

开放以来，德化堂古床博物馆共接待游客5

万余人。

万般无奈，只得暂时闭馆

但让人感到痛心的是，参观人潮过后，

古床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清理打扫时，看到

的除了游客丢弃的垃圾外，还有人为破坏

的痕迹：博物馆前厅，一根钟乳石柱子被掰

断，一张明末时期珍贵古床上的镜子被碰

碎了，还有一个清代红木面盆架盖板被掰

成两半……

尽管馆内有安全隔离带，尽管耳畔有

工作人员不断提醒：“不好意思，请勿靠近，

请勿触摸，请勿攀爬……”但依然有不少游

客在古床上这里摸摸，那里刮刮，有的人甚

至越过隔离带，坐在古床或椅榻上拍照。

展厅里，调皮的孩子不顾家长和工作人员

劝阻，在展厅里嬉戏打闹。

看着残破的盖板，破损的床架，德化堂

古床博物馆主刘维非常痛心。他多方筹资

花费两个亿建起了这个私人博物馆。

“加上博物馆周围配套设施施工还未

完全结束，从10月8日起，博物馆将暂时关

闭，等四周配套设施全部完成后将重新对

外开放。”刘维说。

专家：当前景区损失自己承担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安徽省地质博物

馆新馆免费开放后，部分展品也很“受伤”，

其中恐龙(骨架)的一只脚都被摸骨折了。

而合肥杏花公园人工湖的石拱桥石桥栏杆

和莲花座也长期受伤。

针对这种情况，安徽旅游策划专家吴

春生告诉记者：“当前确实存在着一些游客

素质不高，导致旅游景点场馆的设施遭到

损坏，比如对草坪的践踩，都会对景区造成

经济损失。此外，景区自身也要对一些文

物、贵重设施做好保护工作，否则就会遭到

意外损失。按理说，游客造成的损失应该

由其赔偿，但是当前的情况，一般都是景区

自己买单。”

对此，安徽省旅游局办公室主任王冉

告诉记者，旅游局并没有接到相关投诉，对

于反映的景点遭损情况并不存在，“今年黄

金周安徽旅游双丰收，这和全国的形势是

一致的。景点受损的情况并不存在，我们

也没听说。”

星报讯（记者 董艳芬） 记者昨从省

假日办了解到，8天长假里，“皖山皖水”共

接待游客 3929.19 万人次，我省旅游“总进

账”首次破百亿，达到 108.16 亿元，较去年

同期分别增长52.82%和 46.81%，刷新历史

记录。

其中，省重点景区在长假里担当了接待

“主力”。据统计，全省的68个重点监测景

区，长假期间共接待游客808.3万人次，门票

收入2.45亿元。

记者留意到，黄山、九华山、芜湖方特、颍

上八里河、天柱山、天堂寨6个景区的门票收

入分别突破千万元大关，其中，黄山、九华山、

芜湖方特3个景区门票收入位列全省景区前

三甲。

另外，景区系列优惠政策也吸引了不少

游客的目光。据了解，节前，我省八公山、徽

州古城、赵朴初故里、秋浦河百丈崖等6个景

区宣布免费或降价，为广大游客提供优惠，吸

引大批游客。

又讯（记者 董艳芬） 记者昨从省旅游

局质监所了解到，8天长假里，我省共接到旅

游咨询电话2564个，主要内容涉及旅游交

通、景区信息、旅游线路、旅游地餐饮、住宿

等。另外，全省共受理的有效旅游投诉案件

34起，其中，已办理结案31起，尚在核实处理

3起，结案率91.2%。

据了解，按投诉地划分，这34起旅游投

诉案件中，蚌埠、六安、马鞍山、池州等地各1

起，安庆3起，合肥5起，黄山则高达22起。

记者留意到，从被投诉对象来看，投诉旅行社

12起；投诉景区8起；投诉酒店7起（星级酒

店2起）；其他7起。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今年2月，省环保

厅在环境执法检查中发现，太和县肖口镇有色

金属循环经济示范区及县域内其他企业存在

严重环境违法问题，遂决定自2012年2月13

日起，省、市、县环保部门暂停受理、审批太和县

所有建设项目“区域限批”。

近日，省环保厅组织对太和县“区域限

批”整改工作进行核查验收时，又进行全区大

清查。

昨日，记者从省环保厅获悉，检查结果发

现，肖口镇有色金属循环经济示范区卫生防

护距离内的居民尚未全部搬迁；太和县福兴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和安徽细阳铅业有限公司

未拆除；太和县环宇化工有限公司和太和县

长江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不符合卫生防护距离

要求的生产车间尚未全部拆除；再生铅企业

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建设、废料处置、废酸液收

集处理、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初期雨水收集处

理系统建设、企业生产技术升级等环境问题

尚未整改到位……

“是可忍，孰不可忍。”经研究，省环保厅决

定对肖口镇有色金属循环经济示范区实施挂

牌督办。限于2013年2月28日前完成整改并

通过省环保厅组织的整改验收。

今年“省两会”期间，一位匿名市民在网上留言省委书记，举报太和县肖口镇一经

济示范区铅工厂污染严重，大人小孩身体含铅量都较高。事后，太和县在答复时称，

2007年至今，该园区未出现污染情况。时隔9个月，昨日，记者从省环保厅获悉，在

该厅的检查中，该园区环境问题“多如牛毛”，立即被挂牌督办。 本报记者

“太和县肖口镇大尹庄村，铅工厂污染

特别严重。当地村民都是敢怒不敢言，因

为现在所有铅工厂都在这个地方开的，所

以向有关领导反映多次，一直都没有结果，

现在有的村民把水做检验，都说有毒，就是

开水喝的时候都有点苦。到时候真出了人

命，那事情可就大了，最重要的是铅工厂污

染严重离村住家户仅400米，水没经过处

理就直接排放，希望书记能够重视……”今

年“省两会”期间，一位匿名市民在网上留

言省委书记，反映“太和肖口镇大尹庄铅污

染问题”。

看到留言后，阜阳市委有关负责同志及

时批转太和县办理。太和县成立联合调查组

对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称：“太和县原

有四家涉铅冶炼企业全部集中在肖口有色金

属循环经济园内。完全执行了环保设施，经

环保部门监测，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废气、废水

全部处理后实现了达标排放。每年都对涉铅

企业周边村庄的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进

行监测，对村民饮用水源也进行过检验，质量

指标都无异常，没有发现因企业生产造成周

边村庄生活环境污染情况。目前该村庄大多

数村民使用的是浅水井，水质与城市经过消

毒处理的自来水相比是有差距，但不影响饮

用安全。”

此外，在答复中，太和县“阐明”了该县

于2007年，就专门成立了太和县肖口铅业

协调指导组，规范生产行为，至今未出现污

染严重情况。

自2007年建设以来，究竟是否存在环

境污染问题？昨日，记者联系上曾经做过

实地调查的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

阜阳市卫生局。

据悉，2008年，以安医大、阜阳市卫生局

为作者的两个单位，发表了《太和县肖口镇环

境铅污染调查》的调查性论文。记者了解到，

当年，这些科研学者与卫生局在再生铅生产基

地较近的大王庄、小尹庄、葛王庄和邓庄四个

行政村设置采样点，采集大气、地下水、地表

水、土壤、粮食中的铅。并在葛王庄村口，抽取

儿童16名，采集儿童静脉血。

结果让人“惊恐不已”，检测发现该地区

大气铅、地表水铅、土壤铅和小麦中铅含量均

有超标，其中葛王庄和小尹庄空气铅超标率均

为25%，最高超标倍数达3.83倍，葛王庄地表

水中铅含量超过标准1.8倍，葛王庄、小尹庄和

大王庄土壤中铅超标率均为25%，儿童葛志

强家小麦铅含量为2.7mg/kg，超标13.5倍，

大王庄2个采样点小麦中铅超标倍数分别达

到42.5和11.5倍，地下水中铅均未超标。儿

童血铅浓度除1例正常外，其他均超标，其中4

名儿童为高铅血症，5名儿童轻度铅中毒，6名

中度铅中毒。

匿名举报：市民网上留言省委书记

调查采样：大气、水、土壤、小麦铅均超标

3929万游客来皖旅游
花掉108亿
黄金周，
我省游客接待量增了5成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