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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长江公铁大桥
4号主墩承台浇筑完成

星报讯（许文峰 记者 章沁园）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

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4月27日9时8分，在池州市贵池区长

江之畔，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入模，标志着池州长江公

铁大桥4号主墩承台混凝土浇筑完成，大桥4号主墩将进入

主塔施工阶段。这也是全桥浇筑完成的首个主墩承台。

池黄高铁开通运营
星报讯（许文峰记者章沁园） 4月26日9时8分，随着九

华山-上海虹桥G9298次首发列车从九华山站开出，标志着池

州至黄山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旅客乘坐高铁前往九华山

和黄山风景名胜区将更加便捷。

据悉，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

列车最高达24列。九华山站至合肥南、南京南、杭州西、武

汉、上海虹桥站间最快分别1小时37分、1小时46分、2小

时9分、2小时24分、3小时46分可达。

安徽明确23条工作要点
促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记者昨日获悉，安徽省卫生健康

委、省中医药管理局日前联合印发《2024年全省中医药工作要

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明确23条工作要点，促进全省中

医药高质量发展。

针对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要点》提出，支持15

家县级中医医院“两专科、一中心”建设；创建30个以上国

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100个省级优势（特色）专科，推进三

级中医院“中医康复全科化、中医护理全科化、中医治未病

全科化”；建设1000个中医特色基层医疗机构；创建10个

以上国家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和5个以上国家重大疑难

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项目。

在中医药产业发展方面，《工作要点》提出，以“十大皖

药”产业示范基地建设为抓手，推进中药材基地化、规模

化、集约化发展。建立大别山“西山药库”等道地皖药种质

资源保护区。发展“互联网+中医药贸易”，打造中医药产

业公共服务平台。

在文化建设和对外交流合作方面，《工作要点》明确，

遴选新一批10个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单位。

指导亳州、黄山打造各具特色的华佗医学、新安医学展示

平台。以黄山“中医+”为核心，高标准建设新安医学传承

创新中心。推动省内中医医疗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等加

强与“一带一路”国家中医药交流合作。

我省法治环境持续居全国第一方阵
星报讯（记者 祁琳） 4月26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省法治环境持续位居全国第

一方阵。按照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安排，今年我省将高质量

推进涉及企业技术改造、知识产权保护、开发区赋权等领

域23件立法项目。

据介绍，我省将把建设安徽（合肥）创新法务区作为创

优法治环境的“一号工程”，多渠道汇聚国内外优质资源，高

标准推进法务、政务、商务融合，深化拓展“产业链+法律服

务”新模式，推动涉企法治服务从“多头分散”转变为“一站惠

享”。围绕企业设立、变更、迁移、注销全生命周期，集成关联高

频法治服务事项，依托“法律服务进万企”“惠企暖企 普法先

行”等活动载体，针对企业差异化需求，在跨前服务、个性服

务、衍生服务上下更大功夫，更加精准提升企业法治获得感。

此外，今年，安徽将以智慧法院建设为抓手，畅通涉企

案件办理“绿色通道”，健全破产案件繁简分流、简案快审、

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等机制，加快推进法务区合肥破产

法庭建设，进一步提高案件结案率，有效降低企业诉累。

构建“141310”总体布局

《规划》立足当前可能可行，着眼未来5年乃至更

长时期，整体设计基本思路、发展定位、主要目标，提出

“141310”总体布局。

第一个“1”即一个目标：到2027年，皖北文旅融合

发展提质增效成果显著，旅游接待指标和收入指标在

全省占比显著提升。“4”即“四个定位”：努力将皖北打

造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区、文化旅游赋能

乡村全面振兴试验区、中原文化和旅游特色区、全省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第二个“1”即一个大环

线：构建皖北区域旅游大环线，同时规划东部、西部两个

小环线。“3”即“三条旅游带”：打造淮河文化旅游带、大

运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带、江淮运河（皖北段）文化旅游

带。“10”即培育十大文化旅游集聚区：亳州古城康养休

闲旅游区、“天下道源”文化旅游区、宿州埇桥-淮北柳孜

隋唐文化旅游区、“萧县-砀山”农文旅融合示范旅游区、

阜阳“一湖两河一洲”产城景融合型旅游区、“八里河-管

仲园”文化生态旅游区、淮南“寿县古城-武王墩-八公

山”楚汉文化旅游区、淮北“中心湖区”工文旅融合示范

旅游区、蚌埠“荆涂山-龙子湖”文化休闲旅游区、凤阳大

明文化旅游区等十个鲜明特色的文旅集聚区。

开展“四大行动”，提升发展能级

《规划》提出，将以开展大景区提升、大项目建设、大

企业培育等为抓手，大力提升旅游发展能级。

大景区提升方面，积极参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高起

点建设明中都皇故城、寿春城、双墩、禹会村等考古遗址

公园，改造提升存量旅游景区，新建一批特色旅游景区，

培育亳州市汤王温泉旅游度假区等一批旅游度假区。

大项目建设方面，加快建设大运河（安徽段）国家

文化公园、引江济淮生态旅游廊道、亳州中医药养生休

闲旅游度假区等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项目，创新建设一

批文旅融合项目，谋划储备一批新业态项目。

大企业培育方面，做强文旅投融资平台，推动兼并

重组一批企业，推动中小企业“四转一上”（个转企、企

转规、规转股、股转上、企上网）。

打造多样化产品新体系

《规划》提出以城市旅游、城郊乡村旅游为突破口，

打造多样化产品体系。

城市旅游产品方面，重点为旅游休闲街区、夜间文

旅消费集聚区、文旅市集、演艺产品、微度假空间、城市

会客厅和特色文旅小镇。

乡村旅游发展上，以农文旅融合发展为主攻方向，

重点打造精品旅游村、特色民宿、主题农场（庄园）和乡

村旅游商品，推动更多具备条件的村庄变景区、田园变

游园、农房变客房、产品变商品。同时，还将创新发展

融合旅游产品，培育康养、教育、交通、工业、科技与文

旅融合新场景新业态，构建“走进皖北 感悟先秦”之

旅、风情淮河之旅、探秘大运河之旅等主题精品旅游线

路。此外，《规划》提出，将塑造“风情淮河·传奇皖北”区

域品牌，培育“走进皖北·感悟春秋”产品品牌，主打“畅

游皖北·乐享生活”要素品牌，积极创建“安徽有礼”品

牌，创新举办一批节庆活动等。

星报讯（记者 董艳芬） 日前，安徽省文化和旅游

厅发布《淮河文化旅游发展带规划（2023-2027 年）》

（以下简称《规划》），提出以“风情淮河”为总体形象，努

力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示范带、农文旅一

体融合示范带、皖北文旅融合发展支撑带。

《规划》范围为淮河（安徽段）干流流经的县级行政

单元，涉及阜阳、六安、淮南、蚌埠和滁州5市19县。

《规划》围绕整体打造风情淮河旅游廊道，分段推进

四个主题廊道：淮河阜六段“水利风情·丰碑淮河”，淮河

淮南段“楚汉风情·风云淮河”，淮河蚌凤段“历史风情·
古韵淮河”和淮河五明段“水乡风情·恬静淮河”。

创新是永恒的主题，如何让游客留得住、玩得新？

《规划》以“王家坝-蒙洼”、临淮岗、“八里河-管仲”“寿

县古城-武王墩-八公山”、焦岗湖、龙子湖、荆涂山、凤

阳大明文化、“女山湖-八岭湖”等九大旅游集聚区为主

阵地，纵深推进“文旅+”“+文旅”，大力培育农文旅、商

文旅、工文旅、康文旅、教文旅、交文旅等新产业新业

态，形成了系列项目清单。

《规划》提出，围绕文化淮河、生态淮河、生活淮河，

串联重点城镇、重点旅游景区和旅游集聚区，凸显历史

风情、民俗风情、戏曲风情、小镇风情、美食风情，培育

古韵淮河之旅、水韵淮河之旅、多彩淮河之旅等旅游线

路产品，不断丰富优质产品供给，满足游客消费需求。

根据《规划》，我省将以“走近淮河·体验风情”为卖

点，阐释和宣传“风情淮河”总体形象。打造“风情淮

河”名片，持续增强其传播力影响力。讲好“走近淮河”

故事，促进更多游客了解何谓“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

岸”。整合“体验风情”产品，打好可视化、可体验、可感

知的“历史风情”“民俗风情”“戏曲风情”“小镇风情”

“美食风情”五张牌。

构建构建““一环三带十区一环三带十区””实施实施““四大行动四大行动””
《《皖北文旅融合发展圈规划皖北文旅融合发展圈规划（（20232023--20272027年年）》）》正式发布正式发布

打造风情淮河旅游廊道 纵深推进“文旅+”“+文旅”
《淮河文化旅游发展带规划（2023-2027年）》出炉

构建“141310”总体布局，大力提升旅游发展能级，打造多样化产品新体系……日前，记者从安徽

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为加快打造皖北文旅融合发展圈，助力皖北地区高质量发展，安徽省文化和旅游

厅发布了《皖北文旅融合发展圈规划（2023-2027年）》（以下简称《规划》）。 记者 董艳芬

阜阳市颍上县八里河风景区（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