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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交通运输部、国家旅游局、发改委等六部门发

布了《关于促进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文

件指出旅游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交通是旅

游业发展的基础支撑和先决条件。近年来，中国综合交通体

系不断完善，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旅游业转型

发展的新趋势。肥东县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肥东县政

府早已作出决定，抓住机遇，调整产业结构，以旅游业为主

导，带动肥东县的经济发展。本次文化山水旅游公路—岱山

湖至中庙路段旨在联通岱山湖风景区与中庙风景区及沿线

各旅游风景区，形成贯穿肥东县南北方向的旅游大通道 [1]。

2 工程概述

肥东县文化山水旅游公路项目由岱山湖出发，沿线经

过马湖乡、高亮社区、包公镇、王铁社区、桥头集镇、长临

河镇至中庙。沿线主要景区有岱山湖风景区、包公文化园、

棋盘石风景区、大庙、浮槎山风景区、龙泉寺、长临古街、

白马山风景区及中庙风景区。

本次设计项目公路主线充分利用现状既有道路，对不

满足公路线形指标的局部路段弯取直。肥东县文化山水旅游

公路主线道路全长约 95.855km。

骑 行 慢 道 全 长 110.7km， 新 建 4.5m 宽 骑 行 慢 道

43.4km，扩建 1.5~2m 宽骑行慢道 49.3km，改造 1.5~2m 宽

骑行慢道 18km。

本项目还包括五条特色人行步道，步道全长 139.66km

以及七个综合驿站、八个慢行驿站、多个补给休憩空间、三

个综合营地、多个沿途观景平台等服务设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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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定位

①客群定位：背包客、探险爱好者、文化旅游爱好者、

周末自驾游客群。

②目标定位：将首府环城游憩带东部精品线、环巢湖

国家风景道示范段、省级旅游度假休闲目的地。

③形象定位：山水之道，人文之合，青天传奇，巢湖 

慢路。

旅游公路指具有交通运输和景观欣赏双重功能的公路。

设计的关键是适应旅游客源市场的需求，最大限度地满足游

览者的需要，路线设计必须符合旅游者的意愿和行为。我们

充分依托各村镇现状交通、山水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底蕴，

水陆互动，城乡联动。以“撬动肥东旅游经济”为魂，山水

为骨、景观为形、产业为体，建成集文化体验、旅游观光、

运动康体、养生度假等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山水旅游公路 

体系。

4 总体设计

4.1 功能分区
肥东县文化山水旅游公路总体规划结构为“一带三区

多点”，即“一带”为旅游公路风景带；“三区”为古镇风

情区、文化山水区、田园风光区；“多点”为多个旅游景点；

慢行系统为多环网状结构，串联多个景观节点。

4.1.1 古镇风情段

古 镇 风 情 段 起 点 为 中 庙， 向 北 至 白 马 山， 全 长

18.1km。途径科学城、蔡永祥纪念馆、四山顶、茶壶山革命

烈士纪念碑、镇湖古塔等观光胜地。西侧临巢湖，李鸿章曾

在诗中写道“巢湖好比砚中波，手把孤山当墨磨。姥山塔如

羊毫笔，够写青天八行书。”景色细腻柔软。

肥东县文化山水旅游项目设计结合巢湖与某山，整合

现状道路，增加骑行系统，完善城市慢行交通系统，鼓励居

民利用非机动交通工具出行，倡导健康生活。

骑行时间：约 1.0h。

4.1.2 文化山水段

文化山水段自白马山起至包公镇，全长 55.5km。线路

经由双山寺、龙泉山、龙泉寺、梅山、仙人洞、甘露寺、棋

盘石、浮槎山森林公园、包公故里等旅游资源，汇集当地人

文特点、历史文化、自然景观之精髓。

肥东县文化山水旅游项目设计结合浮槎山，以慢行系

统串联多个景区，丰富户外体验，塑造传承自然和历史文化，

保护郊野及乡村特色，塑造良好的城乡生态环境与自然景

观。慢行系统的建设用于提升城市品质，改善城市空间环境

品质、提升城市综合服务水平，通过空间与设施的供给丰富

居民户外活动方式，为居民提供更高品质、更多内涵的生活

体验。

骑行时间：约 3.5h。

4.1.3 田园风光段
田园风光段自南向北起止点为包公镇—岱山湖旅游度

假区，全长 37km。串联胡氏宗祠、演法寺、古城宣遗址、

包公宗祠等名胜，是“包公故里，李鸿章家乡”之精粹。以

山地景观为主，凝聚当地自然风光之大赏。

肥东县文化山水旅游项目设计依据岱山湖的滨水地形

地貌，重构慢行系统，为人民出行丰富选择，构建生态网络，

引导低碳生活构建生态网络，为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物种

多样性的修复提供生境。

骑行时间：约 2.5h。

4.2 慢行系统设计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规模的扩张，人们的

出行方式日益多样化，导致客运主体需求的日益多样，为满

足客运客体运输方式的多重性、平等性和包容性，确保各组

成运输方式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合理利用、协

调和可持续发展。

慢行交通系统由步行系统与非机动车系统两大部分构

成，既是城市绿色交通系统的主要构成，也是综合交通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4.2.1 骑行慢道
根据道路现状及道路两侧环境，对道路进行分类改造，

改造形式如下：

形式一：拓宽现有 3.5m 道路至 5m。梳理两侧植物。

适用范围：适用于 3.5m 宽现状乡道，并有条件扩宽为

5m 的道路。

分布情况：通往马湖大坝、蓝莓园；通往荷花园；通

往黑洼水库；通往棋盘石；通过梅山、仙人洞；通往双山寺

局部拓宽，两侧现状村庄分布较为密集，局部路段仅能保持

现状。

保留现状 3.5m 宽乡道，并在道路一侧扩建 1.5m 宽骑

行道路，采用彩色沥青铺设，形成机动车与骑行慢道并行的

行车方式。并对两侧的植被进行改造提升，增加彩叶树种，

完善其景观效果。

形式二：借助现有道路，慢道并行。

适用范围：适用于现状乡道宽度为 5~6m；两侧有现状

建筑；或贴近基本农田；乡镇政府不建议拓宽的道路。

分布情况：通往王铁乡烈士墓、九龙水库、马士龙遗址、

波浪塘、张劲夫旧居；通往包公宗祠；通往海银生态园、盛

世桃园。

将现状乡道重新规划为机动车单行，保留 3.5~4.5m 机

动车道宽度，在道路一侧改建 1.5m 宽骑行道路，采用彩色

沥青铺设，形成机动车与骑行慢道并行的行车方式，并对两

侧的植被进行改造提升，完善其景观效果。

形式三：拓宽道路至 8m，强化重要景点通道形象。

适用范围：适用于有条件扩宽至 8m 的道路，强化重要

景点通道形象，保留 4m 宽现状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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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情况：通往包公文化园（正在施工）；通往爱情

隧道；通往龙泉山、龙泉寺；通往四合村、乡贤馆。

拓宽道路至 8m，增加 1.5m 宽隔离带，增加隔离带绿化。

扩建 2.5m 宽骑行道，采用彩色沥青铺设，并对扩建后的道

路绿化进行提升改造。

4.2.2 步行道
本次设计共有 5 条步行慢道：田园滨湖步道（岱山湖—

沙河）、茶禅登山步道（浮槎山）、文旅登山步道（龙泉山）、

休闲登山步道（白马山）、滨河观光步道（巢湖）。

因地制宜规划五条特色步道，连接景区最后 1km。采

用不同的地面材质包括碎石、块石、木桩等底加工材料，突

出生态环保性。融入“旅游 +”的新理念，巧妙地将沿线的

自然风格、人文景观及旅游资源结合起来，联动“岱山湖、

浮槎山、龙泉山、白马山、巢湖”五大景观点，体现肥东文

化山水的“山、林、河、湖”特色。采用借景、造景等优化

手段，宜树则树，宜灌则灌，宜花则花，营造丰富多样的动

态景观效果，并与城镇、村镇风貌建设结合，改善路域范围

内的景观风貌，提升路域整体视觉景观。

采用自然与人工相结合的方式，注重材料的选择，与

意境的营造，打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景观效果。

以浮槎山茶禅登山步道为例：由“茶”“禅”为主题

展开设计，浮槎山有两个相连的泉水池，一个泉水清澈见底，

一个泉水呈乳白色。宋代欧阳修饮后，称此山泉“和无锡惠

山水相上下”，并写下《浮槎山水记》赞誉之，称“天下第

七泉”。龙泉水味甘美，用之沏茶味更佳。唐代张又新著《煎

茶水记》中称此水为庐州界第一，欧阳修也把它列为“天下

第十三泉”。将登山步道与浮槎山茶文化相结合，在登山过

程中，体验茶道 [3]。

5 结语

慢行系统连接现状景点，完善游览路线，整体呈现主

支线叶脉连接模式与旅游公路主线相衔接。骑行慢道最大化

利用村村通现状道路，将人流引入村内带动发展，彰显特色

通达多样串联特色景点，给旅游景点增添新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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