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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收购贵州茅台酒

北京老酒鉴定协会老酒鉴定评估交流会斥巨资现场征集
收购1953年到2019年茅台酒、五粮液及2000年以前的各种
陈年老酒。另收购阿胶、冬虫夏草、牛黄丸。

最后七天

活动地址：合肥市庐阳区安庆路241号(省博物馆向西100米
省公安厅对面)维也纳智好酒店5楼8508会议室

途径公交：122、17、114、127路到大众巷站下;116、125、3路
到飞风街站下;2、901、162、99路到省博物馆站下

联系电话：18456583848（张老师）18310301899（李老师）

活动时间：2019年4月10日-4月16日
（交易成功报销来回路费）全省量大可以预约上门收购（全天无休）

2019年茅台酒
2018年茅台酒
2017年茅台酒
2016年茅台酒
2015年茅台酒
2014年茅台酒
2013年茅台酒
2012年茅台酒
2011年茅台酒
2010年茅台酒
2009年茅台酒
2008年茅台酒
2007年茅台酒
2006年茅台酒

1600元每瓶
1650元每瓶
1700元每瓶
1800元每瓶
1850元每瓶
1900元每瓶
2000元每瓶
2100元每瓶
2200元每瓶
2300元每瓶
2400元每瓶
2500元每瓶
2600元每瓶
2700元每瓶

2005年茅台酒
2004年茅台酒
2003年茅台酒
2002年茅台酒
2001年茅台酒
2000年茅台酒
1999年茅台酒
1998年茅台酒
1997年茅台酒
1996年茅台酒
1995年茅台酒
1994年茅台酒
1993年茅台酒
1992年茅台酒

2800元每瓶
3000元每瓶
3200元每瓶
3400元每瓶
3600元每瓶
4200元每瓶
4700元每瓶
5000元每瓶
5300元每瓶
5800元每瓶
8600元每瓶
8800元每瓶
9000元每瓶
9100元每瓶

1979年茅台酒到 1953年茅台
酒 2 万元到 280 万元每瓶；
（可预约上门收购）

年份（53） 价格
。

1991年茅台酒
1990年茅台酒
1989年茅台酒
1988年茅台酒
1987年茅台酒
1986年茅台酒
1985年茅台酒
1984年茅台酒
1983年茅台酒
1982年茅台酒
1981年茅台酒
1980年茅台酒

9200元每瓶
9400元每瓶
9800元每瓶
10000元每瓶
11200元每瓶
14000元每瓶
14200元每瓶
15000元每瓶
16000元每瓶
17000元每瓶
18000元每瓶
19000元每瓶

年份（53） 价格
。

年份（53） 价格
。

茅台酒收购价格表（全品相 不跑酒）

望广大市民抓住机会
此广告长期有效

昨天上午，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

闻出版局局长洪永平一行数人，在滁州市委

宣传部和定远县有关负责人陪同下，来到定

远县蒋集镇农家书屋调研，并在农家书屋创

办人金兴安的介绍中，参观了农民阅览室、学

生阅览室、电子阅览室、皖版图书室、名家作

品室、藏书室和陈列馆等，翻看了馆藏的新版

图书，对书屋创办15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予以

充分肯定。 □ 记者 张亚琴 文/图

新时代要探索新路
“在农村大力开展读书活动，对提倡全民

阅读是个促进。”洪永平认为，蒋集镇农家书屋

是“安徽省第一家农家书屋”，设立在学校旁边

非常好，它可以充分发挥学校学生与读书之间

的桥梁作用。而且作为县图书馆的分馆，符合

新时代农家书屋的发展方向。“这不仅是一个

书屋，还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展示中心，体

现出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文学家、艺术家对

农村文化建设事业的关注和重视。”

对于农家书屋的未来发展，洪永平提

出：“下一步要把农家书屋的改革和创新搞

好。要在内容和设备上不断更新，继续保持

蒋集镇农家书屋在新时代改革发展中的领先

地位。其次要继续探索新的路子，为安徽其

他地方的农家书屋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这

也是共同的任务。”

对此，金兴安表示，最近中宣部等十部

门印发《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 提升服务效

能实施方案》中提出，做强做优一批示范书

屋，规范提升一批标准书屋，整改完善一批问

题书屋，使农家书屋资源闲置、机制不活、内

容不合口味、数字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得到初

步解决，让农家书屋有书读、有人管、有活动

吸引，形成聚人气、有活力、可持续的生动局

面。成绩是过去。因此，书屋从现在开始要告

别过去，进入到新的里程。今后会在书屋院内

安装路灯、添置椅凳等硬件、软件方面进行更

新。以此为平台，弘扬新时代先进文化思想，

提升农村文化建设，加强基层思想阵地建设。

构建智力扶贫服务
蒋集镇农家书屋自2004年创办以来，本

着“背靠学校，面向社会”的宗旨，馆舍从100

平米增加到了600平米，由原来的2室增加到

现在的“6室1馆”，藏书由初办时的4000余册

增加到了现在的60000多册。2015年建成了

全省第一家数字书屋并正式上线。

目前，蒋集镇农家书屋着力加强智力扶

贫服务，根据村民各种产业致富需求，有针对

性地购置农业经济、种植养殖、致富信息等方

面的书籍和报刊杂志。农民依托农家书屋自

学惠农政策、种植养殖技术、农产品加工等专

业知识，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使农家书屋成

为农民朋友的“致富帮手”，为脱贫目标的实

现提供了有力支撑。

“古人曾说，‘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2013 年，我们在全国

率先创立《醉翁亭记》‘景区课

堂’模式，让旅游+研学的新业

态成功落地琅琊山。现在每年

有 10 万左右中小学生来此开启

研学之行，其中滁州本地学生

三成，外地学生占七成。”琅琊

山风景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醉翁亭记》是欧阳修

留给后人的文化瑰宝，而醉翁

亭则是滁州享誉全球的一张耀

眼名片。”

亭因文名，地因亭名。自此

滁州的醉翁亭名扬天下，并与北

京陶然亭、长沙爱晚亭、杭州湖

心亭并称“中国四大名亭”，且居

“四大名亭”之首。为了将《醉翁

亭记》“景区课堂”打造成琅琊山

的一项品牌活动，琅琊山管委会

联合省内外相关部门定期开展

“景区课堂”系列活动，主要包括

名师走进“景区课堂”，“景区课

堂”夏令营等。

洪永平一行
调研安徽首家农家书屋

皖东明珠
奏响“旅游+”
山水之间气越淮扬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

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

醉翁亭也……”北宋文学家、政治家、词人、诗人欧阳修所作《醉翁亭记》赢得历代文

人墨客的推崇，时至今日仍被列入中学课本必修名篇。近日，记者跟随“春游江淮请

您来”百家媒体旅游推介活动采风踩线皖东行走进滁州，登上琅琊山，探寻金陵锁钥、气

越淮扬的文化旅游之奥秘。 □记者张贤良 图源：琅琊山管委会

据讲解员介绍，为使琅琊山

风景区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和历

史文化资源更好地服务滁州市

民，自2014年6月1日起，琅琊山

风景区免费向滁州市民开放，所

有具有滁州市（含各县市区）户籍

的居民、外地在滁从业人员和在

滁学生都可以凭借本人有效证件

免票进入风景区游览。

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底，

为了更好地方便滁州市民游览，

同时进一步规范景区管理，推进

景区“智慧旅游”建设，琅琊山风

景区对滁州市居民开展实名信

息集中录入，居民无需携带有效

证件，通过面部或指纹识别系统

即可直接进入景区游览。具有

滁州户籍的居民为长久有效，其

他享受免票人群的有效时间为

其证件的有效时间。

旅游+科技：“刷脸”免票进景区

“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

醉，而年又最高，故自曰醉翁也。”

当年欧阳修与友游览琅琊胜景，

溪涧逮鱼摸虾捉山蟹，山上林中

射鸟射兔，采摘满山野果野蔌，或

就地烹煮，或借炊山野人家，围席

而坐，推杯换盏，吟诗作对，乐在

山水间，醉在“太守宴”。

春游江淮来滁州，品味一场

延续千年的“太守宴”。今昔的

太守宴，宴席中每一道菜的典故

都来源于《醉翁亭记》，是一顿富

有滁州特色的文化盛宴。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

水之间也”。太守宴也是觥筹交

错宾主尽欢，然饮多饮少却是随

意。原来，这正是太守宴精髓与

核心所在：诚意、意境。宾朋围

席而坐，菜肴信手拈来，求的就

是一份置身山水、随心所欲。

旅游+文创：延续千年的太守宴

旅游+研学：全国首创“景区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