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报讯（记者 吴善良 文/图） 3月26日下午，

全省“看电影 学党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优秀影片主题展映活动，在省直机关工委党校启

动，来自机关、企业、学校的300余名党员参加。本次

活动将贯穿全年，其间，将组织开展优秀国产影片进

机关、进企业、进高校、进农村、进院线等“五进”活动。

此外，优秀影片主题展映还将推出专家导赏、组

织“对党说句心里话”短视频征集、影片展映等特色

活动。各地根据本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和党史学习教育安排部署，结合党课、主题党日及

其他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据了解，第一批推荐影片精选了50部反映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新时代

人民幸福生活的优秀影片，其中，既有经典影片，也

有《邓小平登黄山》《第一书记》《大事》《瑶岗1949》等

“皖版”影片。

省委宣传部文化艺术处（电影处）副处长章蓉生

介绍，举办本次主题展映活动，是希望通过发挥电影

可视化教材的作用，通过一系列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

和令人振奋的故事情节，更好地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能参加这次活动，我的心情很激动，对党史的学

习和重温，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初心和使命。”省住建

厅正高级工程师胡小兰表示，接下来，将结合自己的

本职工作，多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为老百姓做更多

的实事。据悉，本次展映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电影

局、省委教育工委、省总工会、省直机关工委主办，安

徽广电传媒产业集团、安徽广播电视台承办。

附件：推荐影片目录（第一批）
《南征北战》《董存瑞》《上甘岭》《铁道游击队》

《红色娘子军》《地雷战》《红日》《烈火中永生》《建军

大业》《刘胡兰》《永不消逝的电波》《柳堡的故事》《小

兵张嘎》《冰山上的来客》《野火春风斗古城》《农奴》

《英雄儿女》《喜盈门》《雅马哈鱼档》《开国大典》《焦

裕禄》《烈火金刚》《大决战：辽沈战役》《大决战：淮海

战役》《孔繁森》《国歌》《生死抉择》《邓小平》《张思

德》《太行山上》《杨善洲》《冰血长津湖》《中国合伙

人》《百团大战》《十八洞村》《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

国》《战狼 2》《中国机长》《攀登者》《我和我的家乡》

《一点就到家》《金刚川》《夺冠》《邓小平登黄山》《第

一书记》《大事》《瑶岗1949》《半条棉被》《信仰者》

修复重建的古民居，不仅可以观赏，而且能够让

市民和境内外游客走进古民居、享用古民居。那么

园区下一步将如何走?该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主要

以古民居为平台，重点抓好“三个一批”项目。打造

一批古民居文化经营场馆，包括古民居影视拍摄基

地（场景）、古戏台剧坊、古民居影城、古民居婚庆文

化园以及其他文化娱乐设施；搭建一批古民居文化

交流展示平台，有大师工作室、文化名人馆、古民居

博物馆、古民居文化讲坛、古民居画廊、古民居艺术

中心。

吸引一批文化创意企业入驻入户。辟出专门区

域，作为文化创意总部园区，吸引重点文化创意企业

和其他相关企业入驻入户。形成以古民居为载体和

特色，文化产业同旅游观光、商业服务相融合的格

局，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互促进，同步增长；

实现可持续经营，满足广大市民和游客的需要，成为

蚌埠新的经济增长点。

春游江淮走进“湖上升明月”，看不够古民居的

建筑奇观，说不完古民居的前世今生，道不尽大宅门

的百姓传奇……一个个精彩动人的故事，一定会使

你怦然心动，流连忘返。

看一部电影 学一段党史
“看电影 学党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影片主题展映启动

走进“湖上升明月”探秘古民居前世今生

风情老街、古戏台剧坊、尚书故里、红厝圣迹、两岸一“家”、深巷酒香、临川寻梦、

督军府邸、双塔映湖、东方神木……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掌中

安徽记者近日跟随“春游江淮请您来”百家媒体推介活动风情淮河线路走进蚌埠“湖上

升明月”古民居博览园，该园是一个抢救保护散落古民居、并将其集中重建的大型文化

旅游景区，也是中国第一座“露天博物馆”。 ■ 记者 张贤良 文/图

近年来，“湖上升明月”古民居博览园

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从推土机下抢救保护

了大批散落各地、濒临毁灭的古民居，项目

结合龙子湖风景区规划的实施，以文化旅

游产业为主导，以抢救性收藏的450栋古民

居为主体，精心规划、整体开发，打造成集古

民居建筑文化展示、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会

展会务、文创研发、康体保健等为一体的生

态型、国际化、智慧型的文化旅游区。

记者了解到，到目前为止，450栋古

民居构件已全部运抵蚌埠。这450栋古

民居来自不同地区，是从旧区改造、市政

建设的拆迁现场抢救下来的。其中有的

是四五百年前的明代建筑，十分珍贵，由

于种种原因，都有不同程度损毁。经过

100多名工匠精雕细刻，450栋已全部修

复完成。

目前已建成或正在筹划建设的有闽

南古村落、祁门大祠堂等一批古民居文化

景点以及成龙环保艺术馆、锦江艺术中心、

杨丽萍白族民居园、中国女摄影家创作基

地、安徽作家创作基地、《诗刊》诗歌万里行

创作基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

和泗州戏传习基地等文化交流项目。

看不够古民居的建筑奇观

说不完古民居的前世今生

古民居博览园

古民居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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