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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合肥刘铭传故居”
打造成文化旅游目的地

领衔代表：肥西县代表团夏义胜等11名

议案内容：2012 年6月，国台办在第四届

海峡论坛大会讲话中宣布新增“安徽合肥刘

铭传故居”作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至此，刘

老圩成为全省唯一的头顶两个“国”字号且不

可复制的重要人文资源。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建成后，必将为两岸交流、皖台交往架起一座

新的桥梁。同时，可以获取更大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对推动合肥地区的旅游业也具

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建议规划：建议临时设立一个今后过渡

到常设的办公机构，先搭架、先干事，逐步明

确编制和级别。尽快争取国家文物局正式批

准刘铭传故居保护维修方案，启动建筑设计、

招投标程序，圩内建设早日开工、挂牌。由市

规划部门牵头，面向省内外乃至宝岛台湾，邀

请专家、高手，高水平、高起点地制定海峡两

岸交流基地规划。

对整个紫蓬山风景区也进行整体规划，

充分挖掘交流基地的内涵，力争把合肥两岸

交流基地打造成为中国文化旅游的目的地之

一。明确划定建控地带，适度扩大基地范

围。要将张老圩、周老圩、唐五房圩等主要淮

军圩堡及刘壮肃公墓园、小团山香草农庄、聚

星湖度假村等重要景点纳入进去，一并考虑，

配套建设，避免单调。在二潜山与三潜山一

带择地构建台湾风情街，移植宝岛风土人情、

地方特色的代表性建筑与商铺，活跃文化、商

贾的交流和经营。 李敏 星级记者 俞宝强

合肥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多项议案、建议关注合肥景点规划

勿让游人看了包公祠漏了包公墓

领衔代表：包河区包训安等10名

议案内容：目前的包公文化园区主要

由七处景点组成，旅游线路设计很难全面

照应，造成有外地游客进了包公祠不知还

有包公墓，或者只看了包公墓而不知道还

有包公祠的现象。合肥包公祠是海内外包

公祠的始祖，包公墓安葬的包公遗骨更是合

肥独有。此外，合肥境内还有包公的出生地

大、小包村，包括有包公衣胞地、花园井、包

氏宗祠，以及包河“无丝（私）藕”等，都是无

法“克隆”的亮点。合肥需要对包公文化资

源进行整体、系统挖掘、保护和开发。

建议规划：对包公文化园区各分散景

点进行整体规划，将散落的景点串珠成

链，与肥东大、小包村联动发展；结合传说

中的包公衣胞地、放牛岗、十三墩、凤凰山

遗址以及现在仍有物存的包公庙、花园

井、荷花塘、包氏宗祠等，与中心城区的包

公园景区相组合，设计合理的旅游路线，

形成一个品质高，整体性好，观赏性强，吸

引力大的包公文化旅游产品；提升包公文

化园文化品位和内涵，使老城区包公园与

肥东包公故里文化园连成旅游专线，打造

成为世界包公思想和文化研究中心；引进

民营资本，加大投入。

领衔代表：瑶海区丁泳掌等12名

议案内容：合肥市花冲公园于 1979 年

经合肥市政府批准正式成立，是合肥市东大

门唯一的一个综合性公园，是市民游览、度

假、休闲的好地方，但目前公园内外存在不

少损害园林景观和城市整体形象的现象。

建议改造：改造花冲公园陈旧落后的

内部环境，将部分年久破旧的职工危房拆

迁安置，拆后恢复绿化建设。改造花冲公

园外部环境，拆除公园北大门外的公厕，结

合城市总体规划和二号线的工程建设，拆

除公园北门路边东西两头的建筑物。公园

南邻长江东大街，沿路园林要整修，建透视

围墙，亮化景观。尽快付诸实施修建花冲

路，杜绝钢窗厂的污水和废气排放，保障公

园生态环境。同时，亮化公园景观，美化宜

居环境，提升合肥市东大门整体形象和城

市品位。

整体规划包公园景点

综合改造花冲公园内外环境

昨日上午，合肥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从代表提交的几百件议案、
建议来看，关注合肥市景点规划建设的不少。其中，包公后裔包训安提出，合肥
需尽快整合包公文化景点资源，不能让游人进了包公园，看不到包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