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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运河安徽段申遗中最有竞争力一段，位于濉溪县百善镇柳孜行

政村的柳孜运河码头遗址，目前做好准备了吗？昨日下午，记者连线了从

事大运河保护30余年的濉溪县文物管理所所长王林。

“为申报项目，曾对濉溪段大运河遗产做过可行性分析报告，按国家发

改委要求，和宿州一同争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2000多万元。这项工作已

进行3年时间，这笔经费是为了增加运河遗迹的保护设施，整治周边环境，

展示其文化内涵而由国家发改委投入的。目前，柳孜运河码头遗址的二次

发掘工作的拆迁费用已由市政府下拨172万元用于民房补偿安置。”王林

告诉记者，作为“申遗”节点之一，还对遗址展示做规划。将结合柳孜码头

遗址及遗址博物馆，拟建“柳孜码头遗址公园”，将分为“考古遗址”、“大运

河环境”、“辅助展示区”等区域。

连线：濉溪拟建“柳孜码头遗址公园”

昨日上午，由省消防总队主办的大型石油化工单位灭火救援实战演练在中石化安庆分公司原

油罐区举行，这是我省首次跨区域石油化工灭火救援综合演练。安庆、合肥、池州、铜陵、芜湖5市

消防支队及安庆石化消防大队200余名官兵参加了演练。 林敏 记者 王汝华 刘海泉 文/图

大运河漫漫“复兴路”出现“拐点”
我省正为它制订未来20年的规划方案

魏娟 记者 俞宝强

4 月 8 日《大运河申遗：用世界语言讲述“安徽故事”》，6 月 7 日《大运

河，10年后又迈出一步》等，本报大篇幅报道了这条“满目沧桑”的大运河

的漫漫“复兴路”。昨日上午，记者从“大运河遗产安徽段省级保护规划评

审会”上获悉。我省正为它制订未来20年的规划方案，并就大运河遗址申

请世界文化遗产问题作了规划。

现状：过度开发，垃圾污染，破坏严重
“大运河的文化特色在现代文明和过度开发的冲击下，正在一点点流

失。”评审会上，一位文物专家忧心忡忡地说。“十年前，许多河道遗存上都

是农田，现在基本盖了房子，有的河道被彻底破坏了。”

我省大运河遗产周边主要城镇环境集中在淮北市百善镇、宿州市市

区、宿州市灵璧县县城、宿州市泗县县城。沿大运河，在我省境内，沿途发

现柳孜码头遗址、宋代码头遗址、埇桥遗址、百善镇百善老街、柳孜村、花石

纲遗址、张氏园遗址。

据介绍，随着近年来高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大运河及其相关环境的

保护与管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比如，宿州泗县仍在使用的运河故

道，因为周边城镇开发建设和居民生活影响，河道里常有生活垃圾。而其

余大运河遗址也正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破坏。

规划：需8000多万元用于遗址保护
昨日上午，记者从评审会上获悉，我省针对大运河现在“病症”，将着手

“下药”，对大运河安徽段未来20年的规划，长度182公里，规划面积300平

方公里。预计需要8000多万元，用于遗址保护、清理整治、遗址公园建设、

考古发掘以及建立遗址监测设施。

据悉，未来20年，我省将对大运河周边景观生态环境进行恢复、维护

和控制。保持大运河原住居民的生活形态，突出运河聚落的真实性、延续

性与历史街区的生活氛围，保护运河城镇自然生态环境与景观环境。

大运河申遗已定的目标是2014年申报成功，2013年国际专家现场考

察。目前，申遗项目建设环境整治迫在眉睫。针对这一问题，拟对运河故

道沿线的建筑物高度进行控制和引导，避免现代高层建筑，或者集中成片

建设对运河空间尺度和景观风貌造成破坏。若在大运河遗址相关保护区

域进行工程，地方政府不能随便同意。因特殊情况，在大运河水工遗产一

类保护区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钻探、挖掘等，必须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在批

准前要得到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方可。围湖造田、围垦河流或填堵占

用大运河故道水域的，坚决禁止。

下一步，省文物考古所还将对大运河的柳孜码头遗址、埇桥遗址、花石

纲遗址、张氏园遗址、泗县运河故道运口、局部运河河道遗址进行相关深入

发掘。

星报讯（记者 任金如） 今年6月20日，多

家媒体先后报道，中央三令五申严禁的18亿亩耕

地“红线”，被九成耕地为基本农田保护区的临泉

县“触碰”，7000亩耕地被上百座无证粘土砖窑厂

侵占。令人吃惊的是，如此大规模的占地，无一

获得用地审批，相关部门的监管竟变成堂而皇之

的收费。近两年，仅当地国土资源局收取的费用

就达1400多万元。

省国土厅近日对于报道情况进行了初步核

实，于昨日将其列为我省挂牌督办的重大违法事

件，责令阜阳市国土资源局在收到通知之日起30

日内依法立案查处，并将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报

省国土厅。挂牌督办期间，暂停办理临泉县辖区

内农用地转用、征收和探矿权、采矿权审批手续。

我省下国土资源重大违法案件督办书

临泉30日内须吐非法“占地”

隋唐大运河始建于1400多年前，是我国古代南北交通大动脉，它流经

皖北绵延180多公里，其中，宿州140公里，淮北41.5公里。700年前，曾经繁

华一时的隋唐大运河逐渐衰败，它的遗迹也自此尘封在历史的厚土中。

1999年，淮北市一次小规模的修路，这才让大运河再现天日，当年便成

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此后，相邻的宿州市也两次“触摸”了大运河，

出土了各类文物1400多件。

隋唐大运河现今已淤塞，基本变成了“死”运河，但在泗县长沟镇却有

一段全国唯一的“活运河”，长达28公里。这段故道大体保持了隋唐大运

河通济渠的原貌，虽早已不能通航，但仍发挥着灌溉、分洪的水利作用。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宿州市大运河遗产保护范围，至今未经过省级正

式公布，也没有统一的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的专门机构，也无专项保护管

理法规。

遗憾：遗产保护范围至今未正式公布

星报讯（杜会军 记者

何曙光 王旭东） 由新华社

发起的“中国网事·感动2011”

第二季度网络人物评选结果

日前揭晓，广大网民用数十

万张选票选出了心中10名“草根英雄”，固镇县的

守墓老兵欧兴田（本报曾专题报道）光荣入选。

欧兴田老人是固镇县任桥村“淮北西大门抗

日烈士陵园”的守护者。抗日战争时期，在一次

激战的前夜，欧兴田和他所在的部队新四军尖刀

班的其他 8 名战友共同许下承诺，谁要是牺牲

了，那活着的人就要照顾死者的家庭，如果谁死

在战场上，生者要给他掩埋好。抗日战争期间，9

名尖刀班的战士有7人先后牺牲。抗战胜利后，

部队曾修建了淮北西大门抗日烈士陵园，但是后

来被毁。多年来，欧兴田一直惦记着当年对战友

的承诺，离休后他把自己所有的积蓄搭了进去，

在原地重建了烈士陵园。

星报追踪
星报追踪

“感动2011”季度人物评选结果揭晓

本报报道抗日老兵欧兴田入选

星报讯（胡卫国 葛新爱 韩猛虎 记者 任

杰） 近日，蒙城和谐家园小区被市民反映出现

“楼薄薄”问题，产生很大社会影响。昨天下午，

记者了解到，工人已经开始按照专家组制订的加

固方案对存在质量问题的房屋进行加固施工。

7月23日，蒙城和谐家园小区业主葛某在网

上发帖称，自己拿到新房钥匙准备装修时竟然发

现，房顶楼板高低不平，工人试图用铁铲将楼板

铲平。谁知，在铲除的过程中，房顶石料出现大

片脱落，甚至形成了脸盆大的洞。随后，葛某了

解到，出现这种情况的不止他一家，业主们随即

向有关部门投诉。

事情发生后，蒙城县政府成立调查组对购房

户反映的和谐家园个别房屋存在的质量问题开

展调查。昨天下午，记者了解到，调查组已聘请

专家对房屋工程质量进行检测，认真分析工程质

量问题产生的原因，制订维修加固方案。据了

解，加固方案由独立检测方拿出检测基础数据，

并得到设计方认可。目前，加固维修单位已进场

施工，相关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已受到严肃处理。

一铲下去，房顶石料大片脱落
蒙城一小区惊现“楼薄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