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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下午，省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

会。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我省文物、考古

部门将联合尝试，让公众参观考古现场。

我省消失文物2134处

2007年，我省启动了第三次文物普查，

经过普查办最终核定，目前工作全部完成，

我省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25005处，其中新

发现17185处，登记消失文物2134处。因为

新发现和消失的文物都较多，文物保护力度

开始加大。此外，完成了全省一、二、三级文

物的信息采集上报工作。

公众或“直观”考古现场

考古发掘现场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神秘

的，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省文物局文物

保护处处长杨益峰透露了一个好消息：今年

省文物局将尝试通过和媒体合作，让公众有

机会参观考古发掘现场，让公众了解考古发

掘工作。至于能够参观哪些考古现场，哪些

考古现场符合对外开放，是否有看头，杨益

峰表示，这些暂时都还未确定，取决于今年

的考古发掘计划，目前他们正在跟省考古所

联系和策划。

联合国专家8月“验收”大运河

隋唐大运河是与万里长城齐名的我国

古代大型工程奇迹，1987年，长城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大运河

一直“奔跑”在“申遗”的路上。根据大运河

申遗的时间表，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132个

遗产点和43段河道将一起打包申遗，力争在

201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根据时间安排，我省的淮北、宿州段都

将接受专家的“审视”和“考验”。昨日，记者

从会上获悉，今年8月，联合国将派出专家对

安徽大运河“验收”。

又讯（李一兵 李敏 星级记者 俞宝

强） 新闻发布会上，省文物局还通报了首届

全省十佳民办博物馆。目前，全省共有博物

馆141座，数量居全国第五，其中经审批的

民办博物馆32家。根据评选，获得全省首批

十佳民办博物馆称号的民办博物馆是：合肥

市安徽省源泉徽文化民俗博物馆，合肥子木

园博物馆，临泉县临泉毛笔博物馆，马鞍山

市德化堂古床博物馆，芜湖市徽商博物馆，

池州市秀山门博物馆，休宁县安徽万安罗经

文化博物馆，休宁见明堂民俗博物馆，黟县

金星民间博物馆，歙县古城墨砚博物馆。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统一规划、协调推进的原则，以交

通、水利等为重点，加快构建连通内外，功能

配套、安全高效、适度超前的现代化基础设

施体系，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

着力推进以“四纵六横”为主通道的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实施以“三防一供”为主的水利

工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现代通信网

络和信息化建设。

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发挥生态环境和特色产业优势，加快产

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积极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产业协作，完善

配套分工，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

着力将旅游文化产业打造成新的支柱产业，

积极培育节能环保、信息、绿色照明、新材

料、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

农业，加快发展汽车零部件制造、农副产品

加工等为中心城市配套的产业。

推进功能分区布局

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立足区域

发展分工和皖西大别山区比较优势，科学确

定功能分区，构建“三区四线”的空间结构，

形成产业合理布局、错位发展，城镇功能完

善、各具特色的空间开发格局。片区各市、

县（区）率先开展功能区划分，推进据点式开

发；以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干线为轴线，构

建“四轴线”，形成点轴联动发展格局；以县

城和中心镇为重点，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

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以中药生态功能区为重点，以重点生态

工程为抓手，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打

造区域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优化人居环

境，吸引高水平的要素资源集聚。着力实施

重大生态工程，保护与恢复大别山区生物多

样性保护区、皖北矿区等生态脆弱地区，建

立污染防控体系，争取将大别山列入国家生

态补偿试点地区。 记者 王涛

今年，公众或可参观考古发掘现场

联合国专家8月“验收”安徽大运河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用区域发展带动大别山片区扶贫开发

在国务院日前批复的《大别山

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2011～2020年）》中，到2015年，区

域内贫困人口数量减半；到 2020

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两不愁（不愁

吃、不愁穿），三保障（义务教育、基

本医疗和住房都能得到保障）。记

者昨日从省发改委以工代赈处获

悉，完成这些目标，主要任务集中在

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方面。

李一兵 李敏 星级记者 俞宝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