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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11月14日电（记者 沈汝发）江
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与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交
界，经过两地电力部门协作，近期实现了电网跨
省互联，打破了跨省互供限制，意味着长三角电
力一体化进入新阶段。

据国网南京供电公司介绍，江宁区南部片
区主要由35千伏龙溪线和35千伏禄横线串供
丹阳、横溪、铜山三座变电站供电，两条线路迎
峰度夏期间均超重载运行，电网结构较为薄弱。

为解决区域电网的“卡脖子”问题，国网南
京市江宁区供电公司对接江宁区、博望区有关
部门和博望供电部门，协同建设电网跨省互联
工程，5月25日，南京江宁10千伏丹阳线与马鞍
山博望10千伏集镇线联络工程顺利投运。

记者采访看到，江宁供电部门与博望供电
部门调度人员联动后，安徽的电能便源源不断
地汇入江苏电网。截至目前，已实现转供7500
千瓦时，有效优化了江宁电网结构，增强了供电
能力，提高了运行可靠性。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
确提出“支持江宁—博望等省际毗邻区域开展
深度合作”。“电力作为重要的民生资源，供电部
门将不断探索毗邻区跨省‘互联互通、互济互
保、互供互备’模式，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安全。”
国网南京市江宁区供电公司副总经理王树彪
说，供电部门将持续提升省际配电网的电能资
源优化和区域供电可靠性，在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战略中，展现供电企业的担当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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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长三角
电力一体化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宣布，将内蒙古自
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等29处湿地列入新一
批国家重要湿地名录，其中，浙江 2 处湿地入
选。至此，我国国家重要湿地达58处。

宁波前湾新区杭州湾国家重要湿地
宁波前湾新区杭州湾国家重要湿地位于杭

州湾南岸，淤涨型的河口滩涂特性营造了特有的
滩涂风貌和近海与海岸湿地，为中国八大盐碱湿
地之一，滩涂广阔，生物物种丰富，代表了中北亚
热带过渡带湿地类型。

杭州湾国家重要湿地主要保护对象为典型
的近海与海岸湿地生态系统及其鸟类多样性。
该湿地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中
的重要驿站，是迁徙雁鸭类和鸻鹬的重要停歇栖
息地和越冬地。每年在此栖息停留的候鸟超100
万只次。

目前，区域范围内已发现鸟类 303 种，其中
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鸟类 62 种。
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的受威胁鸟类有
37种，极危4种、濒危9种、易危9种。

龙港市新美洲红树林国家重要湿地
龙港市新美洲红树林湿地占地约450亩，成

林区域平均高4.5米，是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延
伸最北的地区之一。

龙港市红树林是浙江省历史最悠久、面积较
大的红树林之一，数量领先，质量绝佳，每年固定
碳量高达570吨，产生的生态经济总价值约达8.9
亿元。

随着湿地生态环境的改善，龙港生物多样性
日益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在湿地公园内，已有
26种维管束植物和69种野生动物。其中引人注
目的是，有两种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另
有七种被浙江省列为重点保护动物。此外，龙港
市有关部门还对滩涂鱼类、贝类、虾类和多毛类
等物种进行了人工增殖放流和保护，努力恢复周
边海域海洋生物资源，增加底栖生物密度。

来源：浙江发布

国家重要湿地
浙江新增2处

远眺缕缕云雾从山谷中缓缓升起，
成片的云海在俊秀奇美的山间奔涌；漫
步世界文化遗产地西递宏村，欣赏古朴
典雅的徽派建筑；畅游歙县非遗夜市，探
寻徽州文化独特魅力……

黄山是我国山岳型景区的典型代表
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旅游业的重要起源
地。如今，吸引游客前来的，更多是以

“大黄山”区域文化价值为核心的全域旅
游新体验。

“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
鉴的重要渠道。安徽倾力打造‘大黄山’
世界级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是一个富
有远见的行动。”近日在安徽省黄山市参
加第十三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的世界
旅游联盟主席张旭说。

11月10日，第十三届安徽国际文化
旅游节在黄山市举办，本届国际文化旅
游节沉浸式推介安徽文化旅游，重点推
介“大黄山”世界级休闲度假旅游目的
地。

来自全国的知名文旅头部企业、金
融机构、商协会齐聚黄山，就加快“大黄
山”休闲度假、体育赛事、医疗康养、文化
服务业等“六大高端产业”共商发展之
策。

“大黄山”概念在2022年2月安徽省
发布的《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十四
五”建设发展规划》中首次被明确提出，
范围包括黄山、池州、宣城、安庆 4 市 18
个县（市、区）。区域内自然山水资源富
集、文化底蕴深厚，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
名城5座，古民居古村落9000多处。

今年7月，安徽省召开全省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大会，将“大黄山”世界级休闲
度假旅游目的地作为旅游新高地建设工
程的重要内容，提出深入挖掘“大黄山”
文化内涵，整合旅游优质资源，积极推进
文旅产业升级，辐射带动皖南国际文化
旅游示范区全域高质量发展。

“墙角虽削去三分，但上方有棱有
角，下方墙基仍在，意思就是‘上不让天，
下不让地，中间让出三分和气’。”在黄山
市黟县西递镇西递村胡文照故居前，西
递村党总支书记胡立傲正在向游客讲解
蕴藏于徽派建筑中独特的“和合”文化。

作为徽文化的发祥地，以马头墙、青砖
黛瓦为浓重印记的徽式建筑享誉海内外。

以“大黄山”为统一 IP，打造以高品

质休闲度假旅游为引领的高端服务业产
业集群和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先进制造
业集聚地，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发展
优势。

走进黄山市徽州区岸香居田谷民
宿，简洁的色彩、流畅的线条、精致的造
型、舒适的空间，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自然
美。田园小院里，民宿小楼前，游客们坐
在青山绿水间品茗休闲，好不自在。

“我们是一家开放式、共享式的新式
民宿。不设‘围墙’，任何来到本地旅游
的游客都能进入到我们民宿内，点一杯
茶或者咖啡，又或是在我们创意草坪前
拍照打卡。”安徽岸香国际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黄保锁说。

打造一批“徽字号”精品线路，提升
皖南川藏线、皖浙一号线等旅游风景道
配套服务和业态，培育一批风格独特的
旅游风景片、风景道，全面推动乡村民宿
升 级 ，打 造 一 批 特 色 鲜 明 的 民 宿 集
群 ……为培育高品质休闲度假旅游业
态，安徽实施大景区提升行动，遴选一批
重点景区实施“一景一案”改造提升，创建
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景区和度假区。

去黄山市徽州区谢裕大茶博园探访
徽茶的前世今生，走进胡开文墨厂体验
徽墨歙砚制作，在卖花渔村、梦里祖源等
乡村旅游特色微景区感受田园风光……
充分发挥传统村落特色优势，活化利用
民俗、非遗等传统文化资源，一系列新业
态、新模式、新玩法正在不断涌现。

此外，区域内还大力发展康养旅游，
打造一批观光“花海”、体验“茶园”；挖掘
新安医学等中医药文化，打造中医药养
生基地；以农文旅融合发展为主攻方向，
培育一批乡村旅游主题村、美食村等。

据了解，今年 1 月到 8 月，“大黄山”
区域接待国内游客 1.76 亿人次，旅游总
收入1753亿元，占安徽全省比重分别为
31.8％、32.5％。 来源：新华网

安徽深挖“大黄山”文旅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