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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合肥市政府法制办公布了《巢湖风景名胜
区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各界公开
征集修改意见。条例草案中覆盖的范围包括滨湖、三
河、白石天河、槐林、银屏、旗-鼓山、龟山、芦溪、中庙-
姥山岛、四顶山十个景区，其面积和界线按照国务院批
准的巢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确定。 ▋记者 祝亮

巢湖风景区将实行三级区域保护
根据草案，风景区按照其景观价值和保护需要，

实行三级保护，并在风景区外围划定保护地带。三级
保护区及外围保护地带的具体范围由市人民政府依
据国务院批准的风景区总体规划确定。

一级保护区为严格禁止建设范围，禁止建设任何
重大建设工程项目以及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疗养

院等与风景区保护无关的建筑；二级保护区为严格限
制建设范围，禁止建设规划确定以外的重大建设项
目，限制建设与风景游赏无关的建筑物；三级保护区
为控制建设范围，通过编制详细规划，合理安排游览
服务设施；外围保护地带内的城乡建设和发展，应当
与巢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要求相协调。

巢湖边乱丢垃圾可罚款50元
风景区管理机构应当会同有关行政部门对风景

区内部分景观，包括古树名木，进行调查、鉴定，建立
基础数据和专门档案，在显著位置设置说明牌和保护
标志，并制定保护措施。

草案规定，在风景区内禁止进行的活动包括：开
山、采石、开矿、开荒、取土、放牧、砍伐、修坟立碑等破
坏景观、植被和地形地貌以及改变古树名木赖以生存

的生态环境条件的活动；修建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
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设施；在文物古迹、名人
故居、历史风貌建筑、古树名木等景观或者设施上刻
划、涂污；乱扔果皮、烟头、纸屑等垃圾；其他破坏风景
区环境、资源、景观设施的行为。

其中，在风景区内乱扔垃圾的，由风景区管理机
构处以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的罚款。

在巢湖边举行文体、影视拍摄等活动须报批，
风景区管理机构审核的内容包括：是否符合法律、
法规和风景区规划；活动的性质、目的以及可行性
与必要性；开展活动的区域范围、规模、人数以及实
施方案；开展活动对风景区景观、资源与环境的影
响程度；开展活动期间的管理措施、保护方案以及
应急措施与预案；活动结束后的景观环境恢复措施
及责任落实。

巢湖边举行文体活动、影视拍摄须报批
合肥市拟为巢湖风景名胜区保护立法

旅发委主任为网友推荐线路游徽州
省政协专题协商会聚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特色小镇”

5月 10日，省政协召开专题
协商会聚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
特色小镇”。和以往此类会议不
同的是，首次对会议进行全程网
络图文直播，并增加了委员向厅
局长提问、厅局长回答网友提问
等互动环节。

▋叶佳超 记者 祝亮

委员声音
聘请优秀企业家当“镇长”

安徽农业大学林业与园林学
院教授高慧建议，摒弃“政府投资、
招商引资”的传统做法，建立健全
产业选择的科学决策机制，由投资
公司承担小镇开发建设、服务管
理，政府则将重心放在基础设施建
设和公共服务完善上。对有成熟
龙头企业的小镇，如六安市石斛
镇、马鞍山市黄池镇，应引导其上
市。对企业实力相对薄弱的小
镇，应支持开发主体以控股、参
股、PPP 等方式组建集团公司，吸
引民间资本参与小镇建设。二要
建立“融合”“开放”的治理机制。
弱化政府的行政权力职能，强化
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发挥
小镇居民主人翁意识，主动参与
自治与自我服务。

探索“特色小镇镇长”机制，聘
请建设企业负责人或非行政职务
的产业领军人物出任“镇长”。探
索小镇治理委员会监督机制，由政
府、企业、居民、社会组织共同组建
成立治理委员会，参与公共事务管
理，协调各方利益，形成联动融合、
开放共治的治理新局面。

特色小镇被千篇一律的城市风貌替代
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李霞认为，在

当前特色小镇建设中，传统风貌正逐渐被
千篇一律的城市风貌所替代，尤其是一些
乡土景观可能会退出历史舞台，文脉传承
面临着多方面突出的问题。 为追求速度
与效率，大多数特色小镇的更新规划都是
直接套用大城市规划设计的理念与思路，
原本可以让人们驻足、停留的街巷空间被
笔直、开阔的道路取代，割裂了小镇功能、
景观和活动空间的联系，使小镇失去其自
身特质。尽管意识到历史文化资源对于
特色小镇的重要价值，但对其进行的保护
是古董式的、封闭性的。而对老民居原封
不动的保护，其实是对其安全保障和居住
品质提升的一种制约。

为此，李霞建议：历史文脉的“和而不
同”是特色小镇发展的重要原则。只有针
对小镇的文脉进行梳理规划，最大限度地
提炼出历史文脉要素进行规划、建设、保
护、利用，才能真正使特定地域的历史文脉
得以传承并获得新生。

实施渐进式的小规模更新，避免大
规模、短平快、破坏性的改造建设。小规
模更新有利于小镇内人口维系既有的社
会关系和民俗风情，更契合特色小镇的
发展实际。

让生活功能在小镇区域外就近承载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田淑英建

议，对于文旅类特色小镇一般具有文化和
自然资源优势，主要任务在于产业链的延
伸与拓展，做好对游客观光旅游、休闲体
验、“三创”及食宿的服务。因此，需打造
优美清新的整体环境。在生产空间上，确
保景区的接待能力，融入智能化、个性化
元素，优化服务设施，创新服务模式，体现
特色文化底蕴。短期内可保持原有的生
活格局，空间配比可相对较低，让生活功
能在小镇区域外就近承载；随着小镇的升
级发展，小镇内边缘地带生活空间的配比
应逐步提高。

网友对话厅局长
亳州十河将打造医药养生特色小镇

网友“花戏楼”问：“我老家是亳州的，皖北地区
有老子、庄子、曹操、华佗等许多名人，有悠久的历
史文化和民俗文化，什么时候能在咱亳州搞个文化
特色小镇？”

省文化厅副厅长何长风：特色小镇建设，既需
要资金、技术支持，也需要文化软实力支撑，彰显文
化特色。去年，公布的首批省级 25 个特色小镇中，
亳州市谯城区十河小镇名列其中，主要特色就是芍
花养生，深入挖掘医药养生文化、打造医药养生产
业、举办文化旅游节庆活动等。特色小镇建设是一
个不断培育、建设、提升的过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共
同努力，特别要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重要
作用。

旅发委主任推荐网友走省道、县道游徽州
网友“行遍天下”：“我是浙江的一个驴友，早就

知道徽州文化底蕴丰富，有一些文旅特色小镇，但
是感觉宣传太少了。请问这些小镇是否真的值得我
们去玩？”

省旅游发展委主任万以学：相比较江浙一带，
皖南古村落、古民居建设标准更高、技艺更深、体量
更大、底蕴更深，故事也更多。它们放在青山绿水
之间构成了最美的中国乡村风景，没有之一。去年
我们批复了29个省级特色旅游小镇，其中皖南地区
的旅游特色小镇有20个。

对于驴友，建议走省道、县道。我们把它们都做成
了旅游风景廊道，如经千秋关、最美川藏线、205国道，
进入皖南；如经千岛湖环湖路、千威线、沿着新安江的皖
浙1号旅游风景道等。进入皖南地区后，还有众多城内
风景环线，仅黄山市就做了10条自驾游线，每条线都串
连了众多旅游小镇、古村落和品牌景区，自驾游一定不
虚此行。关于花费，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你可以
依据个人喜好合理选择，总有一款适合你。需要说明
的是，吃，我们有诚信菜单，食材、分量有单可对，而且
性价比都很好，让你觉得好吃不贵，不用担心坑蒙拐
骗，住的、玩的、购的，我们都有严密的监管措施，保障
各界游客玩得开心、游得舒心、消费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