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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吃 名景名城

八百里巢湖，烟波浩渺。伴随着三月的春风，在巢湖岸边游玩的市民

显得特别放松和惬意，一家三口一起放风筝，或在巢湖岸边采购些新鲜的

蔬果、蛋禽，那种幸福不言而喻。

在巢湖岸边靠卖家养土鸡蛋谋生的郑化荣亲历着正在变迁中的“大

湖名城”。“随着来巢湖观光的游客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你看这是我的名片，以后需要土鸡蛋的话可以打我的电话。”郑化荣笑着

对记者说。

湖光山色美如画
名景层出增光彩

自从巢湖市划归合肥，五大淡

水湖之一的巢湖也成了合肥的城市

公园，自驾车行驶在环巢湖大道上，

饱览八百里巢湖风光，相信您的心

情也会无比惬意。将车停靠下来，

驻足在观光台前，翘望巢湖，您定会

有种吟诗作赋的念头，那种巢湖之

美便了然于胸。

赫然矗立在巢湖之滨的渡江战

役纪念馆，外形犹如一艘“扬帆起

航”的大船，飞扬的风帆、冲锋呐喊

的战士、翻滚的浪花……贯穿三层

的巨大群雕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室内

艺术群雕。渡江胜利、攻下总统府

的主题再现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

宏大场景。走进馆内，您可以回望

历史，忆苦思甜。

如今，巢湖岸边已成为省城市

民休闲娱乐的又一最佳去处。记

者在滨湖湿地公园附近的环巢湖

大道采访时看到，不少市民开着私

家车前来游玩。正在带着女儿放

风筝的孟涛告诉记者：“以前总想

着周末或者节假日能够带着家人

到海边湖畔放松娱乐，现在终于有

这样的机会了，开车来巢湖游玩非

常方便，就算什么也不做，来湖边

吹吹风，也觉得是件很美好的事

情。”

孟涛说，这里还有渡江战役纪

念馆、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安徽名人

馆等景点，环巢湖大道已经成为了

一个大景区。他非常期待环巢湖景

区成为全国知名的景点之一。

又如在巢湖岸边零售土鸡蛋的

郑化荣所想，“大湖名城”如果越来

越有名，他的生意也会越来越红火。

合肥市林业和园林局的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今年，环巢湖区域、肥

西紫蓬山、肥东岱山湖、四顶山、巢

湖银屏山等地将成为省城添绿重

点，让合肥人在家门口就可以找到

更多森林、湿地公园去旅游。

大湖岸边出名人 名城再亮名人牌

包拯、刘铭传、李鸿章、杨振宁

……从古至今，合肥名人辈出，“大湖

名城”离不开这一张张闪亮的人物名

片。

包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

包拯之名，成为清廉的象征。

合肥因为包拯家乡，每年有许多

参观旅游、考察访问的宾客慕名而

来。作为安徽首个廉政主题公园的合

肥包公文化园，2013年将有新动作。

“廉政教育基地将突出特色，发挥包

公园自身优势，突出‘包公味’。”包公

园主任吴东斌介绍道。

李鸿章是晚清合肥籍为官职衔最

高者，老百姓谓其“出将入相”。

坐北朝南、气势宏伟，典型的晚清

江淮地区民居建筑，李鸿章故居是合

肥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名人

故居。李鸿章故居的管理者们也一直

在思考如何发挥名人故居的优势，如

何为城市发展亮出这张名人牌。

“不久前，我们举办了‘李鸿章’进

校园活动，是李鸿章故居主动让爱国

教育走出博物馆的第一步。”李鸿章

故居陈列馆副馆长吴胜说。

“下一步，我们还会让‘李鸿章’走

进其他学校、机关或社区，让更多的人

足不出户就能领略到合肥的历史文

化。”吴胜说。

合肥这块土地养育了这些古今名

人，现如今，“大湖名城”的打造也需

要名人们来“撑腰”。

名点美食闻香醉 名吃添味百姓福

鸭油酥饼、四大名点、贵妃凉皮、宫

廷桃酥王、美味龙虾……闻香下马，知

味停车，这就是美食的魅力。而那街头

巷尾的小吃，则有着更加旺盛的生命

力，也维系着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口福与

健康。

生活在合肥的市民大多都知道这

样一个事实：每每途经宿州路的一家宫

廷桃酥王附近，总会看到怎么排也排不

完的长队，原来这些市民都是来抢购新

鲜出炉的宫廷桃酥的。

夜风习习，支起几张桌子，端上一

盘红彤彤的大龙虾，再往玻璃杯里倒满

啤酒……每到夏天，合肥大大小小经营

龙虾的餐馆常常爆满，而龙虾也在不经

意之间形成了一个大产业。

谢道文、张劲、刘纯武的名字或许

你听上去很陌生，但是如果提起“老

谢”、“阿胖”、“时代小雅”，你肯定听过，

因为他们有着同样一张特色名片——

龙虾。从市府广场到宁国路，从大排档

到连锁店，他们见证了这个城市20多

年的变迁。

走进合肥的游客，总会打听有哪些

特色名吃，那就不妨坐下来，倒上一杯

啤酒，再端上一盘龙虾，边喝酒、边吃龙

虾、边聊天……相信此时的您定会将各

种烦恼抛之脑后。

科教名城再升级
“中科智城”将崛起

去年，英国《自然》杂志发布了《自

然出版指数2011中国》报告，就城市

科研实力而言，合肥仅次于北京、上

海，荣膺全国第三，超过南京和香港。

作为全国四大科教城之一的合

肥，从一个江淮小城到现代化大都

市。合肥发展的每一步，一切都是从

“新”开始。合肥的母体内一直根植着

“创新”基因：在技术创新领域拥有多

个“第一”，例如我国第一台微型计算

机、第一台窗式空调器、第一台激光大

气污染监测雷达、第一辆微型汽车、第

一台直写式光刻机、第一台纳米镍装

置、第一个6代液晶面板，世界第一台

VCD、第一台仿生洗衣机、变容式和

最节能冰箱，世界首个保密量子通信

光纤试验网络、国内唯一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蓝光激光头、第一颗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DRAM芯片、第一个微

型绿光激光电视显示器件、第一个通

用型无人机模拟训练系统、第一条纯

电动公交线路……

“只有掌握核心技术，突破发达国

家的技术瓶颈，才能抢占新兴产业发

展制高点，努力转化高校院所尖端成

果，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合肥市

科技局局长朱策介绍说，力争“十二

五”期间形成3000亿产值新增量。

未来，合肥将以“院（中国科技大

学先进技术研究院）”为引领，以“岛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科学岛）”为支

撑，以“城（科技创新型试点市核心示

范区）”为载体，以“区（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为依托，打造中科智

城，形成科技智力汇集新高地。科教

名城这张名片必将为“大湖名城”再

添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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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张“名”片为大合肥添砝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