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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安徽旅游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不平凡的发展业绩。
反映安徽旅游产业发展的书籍繁花似锦，令人目不暇接，怛在众多的书籍中缺乏一本具有权威性的、
全面准确地介绍我省各类旅游资源现状和旅游经济要素的专用辞典。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我们组织省、市及相关部门的旅游专家、学者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及工作
人员，历时五年，编纂出版了我省第一部综合性的旅游工具书——《安徽旅游大辞典》。
《安徽旅游大辞典》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力求全面系统地反映我省旅游产业状况。
全书体例按市情概况、旅游资源、旅游经济设三个大类，下分行政区划、自然旅游资源、人文旅游资
源、旅游管理、旅游交通、旅游规划、旅游商品、旅游企业、旅游线路、旅游节庆等12个亚类和80个
小类，收录与安徽旅游有关的词条约7000余条，共计110条万字。
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人员、编辑委员会人员、涉及的数据和资料等原则上截至2006年底。
《安徽旅游大辞典》严守直书其事、述而不论、寓褒贬于记事之中的辞书表述方法，辅之有关的历史
地理、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医学饮食、园林建筑、科学技术等各类知识，既是一本全面展示安徽旅
游的宣传手册，也是一个深度了解安徽旅游的向导，集科学性、学术性和实用性为一体，可谓安徽旅
游业的百科全书。
《安徽旅游大辞典》所涉及的知识面极为广泛，编纂者既要从大量的旅游档案资料中去收集、整理，
叉要在异说纷陈的历史典籍中去追根溯源、考证分析。
编纂过程中，尽管我们付出很大努力，但由于词目浩繁，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溻不妥之
处。
我们期望读者、专家不吝赐教，以便今后再版时修订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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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安徽是一个旅游资源大省。
《安徽旅游大辞典（第1版）》是第一部关于安徽旅游的综合性专用辞典。
全书体例设市情概况、旅游资源、旅游经济三个大类，下分行政区划、自然旅游资源、人文旅游资源
、旅游管理、旅游交通、旅游规划、旅游商品、旅游企业、旅游线路、旅游节庆等12个亚类和80个小
类，收录与安徽旅游有关的词条7000余条，共计11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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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安徽省情及旅游发展概述凡例正文目录正文附录：安徽省品牌旅游资源名录汉语拼音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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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8年7月14日由合肥市政府颁布施行。
共分4部分。
一是牢固树立产业意识，努力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兴支柱产业来培植；打好“包公牌”、“巢湖
牌”、“科技牌”、“三国故地牌”和其他名人牌，把合肥建设成为集商贸、会展、观光、休闲度假
、旅游为一体的江淮旅游中心和全省旅游业发展的枢纽。
二是科学规划，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加快全市旅游业的开发建设；重点建设包公文化旅游区、西郊
风景区和环水工程。
三是加强管理，优化环境，促进全市旅游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四是加强领导，加大投入，协作配合，争创“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合肥市旅游业管理办法》】1998年7月16日由合肥市政府印发，1998年8月1日起施行。
共分10部分。
分别是总则、旅游资源管理、旅行社、导游员、旅游涉外饭店和旅游涉外定点单位、旅游者、旅游安
全和保卫、监督检查、法律责任和附则。
凡在合肥市行政区域内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建设、从事旅游经营和进行旅游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要遵
守本办法。
【《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2002年12月4日由合肥市政府颁布施行。
共分6部分。
一是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成立旅游工作小组，健全旅游管理和领导机构。
二是明确旅游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到2005年，全市旅游接待人数达到650万人
次，旅游业总收入55亿元；到2010年，旅游接待人数达到1100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110亿元。
三是坚持科学规划，加快旅游项目开发建设。
建立重点旅游开发项目库，成立重要景区项目专家组，市重大旅游建设项目在立项前须经专家组论证
。
四是积极筹措资金，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从2003年起，5年内，旅游发展基金随着财力的增长要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五是加强旅游市场的宣传促销工作。
六是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创造良好的旅游经营环境。
【《合肥市旅游宣传促销奖励暂行办法》】合肥市旅游局、财政局联合印发，2003年7月1日起施行。
文件规定，县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风景区（点）、旅游企业每年要安排一定数量的旅游促销经
费，积极参加全市组织的统一宣传促销活动；对邀请的境内外旅行商、旅游记者要努力提供便利条件
，做好接待服务工作，并对食宿、交通、门票、索道等费用给予减免。
市旅游局鼓励并对在市场开发方面作出贡献的企业给予不同级别的奖励。
重要会议【合肥市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动员大会】1998年7月21日在合肥市政府小礼堂召开。
三县四区、各开发区、市直各单位参会。
主要内容是传达贯彻国家和省旅游工作会议精神，布置合肥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任务，创建活动涉
及全市13个行业、27个部门（局），将任务分解到各行业、各部门；并且出台了《合肥市旅游业“九
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合肥市旅游业管理办法》和《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旅游业
发展的决定》。
【合肥市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活动会议】1998年11月13日，合肥市在古井假日酒店召开创建活
动首次会议。
时任市长马元飞、市人大主任邹淦泉、市政协主席李培垣以及市委宣传部长等负责同志参会。
国家旅游局办公室主任林山为首的检查组听取了汇报。
会议总结了自1995年创建活动开展以来的情况，提出“五抓”的工作思路，即抓观念，统一创建思想
认识；抓组织，成立创建领导小组；抓规划，加强景区开发，多渠道加大资金投入；抓宣传，形成全
市参与的氛围；抓实效，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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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1月16日，合肥市在梅山宾馆贵宾楼召开了创建末次会议。
市长马元飞、市人大主任邹淦泉、市政协主席李培垣等领导参会。
会议总结了3年来的创建活动成果。
检查组组长林山在会上说，合肥市创建活动坚持思想领先，工作积极扎实，各相关部门通力协作，形
成了有较大规模的创建热潮。
创建活动注重实效，逐步深入，已经取得了突出成绩，但同时也还存在一些差距。
总体上，基本达到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标准。
1999年1月，国家旅游局在桂林召开会议，合肥成为首批54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之一。
【合肥旅游与假日经济学术研讨会】2000年8月5日,合肥市委宣传部、安徽省旅游学会、合肥市社联、
合肥市旅游局、合肥市文化局、合肥市杏花公园在肥西县三河镇联合举办。
合肥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以及各主办单位、肥西县和省市专家学者120多人参会。
分别从特色、美学、战略、营销、宣传等角度探讨了发展合肥旅游业与合肥假日经济的战略方针及新
举措。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分析合肥旅游业现状，肯定成绩，找出差距，总结经验，以求更大发展。
【合肥市旅游协会成立大会】2002年9月6日在合肥市美菱大酒店召开。
市旅游局负责同志介绍了协会成立筹备工作，市民政局负责同志宣读了《关于准予合肥市旅游协会登
记的批复》，会议讨论通过了《合肥市旅游协会章程》，选举了常务理事，召开了一届一次常务理事
会。
【合肥周边城市旅游联席会议】2003年3月22～23日在合肥外商国际俱乐部酒店召开。
省旅游局，合肥市、巢湖市、池州市、安庆市、六安市5市分管市长，各市旅游局长，九华山管委会
，天柱山管委会，天堂寨管委会负责人参会。
省旅游局高蔚青局长做了讲话。
会议研讨了如何进一步增强区域旅游合作，发展区域旅游经济；讨论通过了《合肥周边城市旅游合作
章程》；召开了旅游合作新闻发布会。
【淮军故里圩堡群历史价值及开发前景理论研讨会】2004年11月18日由省旅游学会、肥西县政府联合
倡议在肥西县紫蓬山风景区召开。
来自北京旅游协会和省内旅游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近百人莅会。
会议肯定了圩堡群的旅游开发价值，并提出要开发圩堡群，应先做市场策划，发挥市场的“指挥棒”
作用。
管理机构【合肥市旅游局】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1997年2月15日与合肥市园林管理局合署办会，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2002年3月6日，分设为园林局、旅游局。
旅游局现设在合肥政务中心。
内设机构6个：办公室、行业管理处、市场开发处、计划财务处、监察室和机关党支部。
主要有以下职能：1.贯彻执行国家、省关于旅游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研究拟定全市旅
游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并监督实施；对全市旅游业进行行业管理。
2.制订全市旅游业发展规划；组织、指导重要旅游产品的开发，培育和完善旅游市场；指导县、区旅
游工作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创建工作。
3.研究拟定旅游市场开发战略；组织对外宣传和重大促销活动；参与和组织重大旅游节庆活动；指导
旅游对外交流与合作。
4.审批省、市下达的旅游业发展资金的投资项目；组织全市旅游资源的普查工作，指导重点旅游区域
的规划、开发和建设；负责旅游景区（点）的质量等级评定工作；负责全市旅游统计工作。
5.监督实施各类旅游景区（点）、度假区及旅游住宿、旅行社、旅游车船和特种旅游项目的设施标准
和服务标准；负责旅行社的申报、审批管理；依法办理旅游涉外事务；组织旅游饭店的星级评定工作
；组织、指导旅游饭店、车船等旅游设施的定点工作；组织参与全市旅游交通的协调及旅游安全、旅
游保险、旅游文化娱乐工作。
6.监督检查旅游市场秩序和服务质量，维护旅游者和经营者双方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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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负责旅游教育、培训工作。
8.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合肥市旅游质量监督所】合肥市旅游局所属正科级事业单位，2003年3月14日成立。
地址设在合肥大厦内。
主要负责对全市旅游市场进行监督、检查、管理和服务，受理全市旅行社质量保证金赔偿案件。
具体职责是：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旅游质量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
2.依法开展全市旅游市场检查工作。
3.受理本辖区的旅游投诉。
4.协助上一级旅游投诉管理机关调查涉及本辖区的旅游投诉。
5.向上级旅游投诉管理机关报告本辖区内重大旅游投诉的调查处理情况。
6.对旅游市场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的旅游企业或从业人员，在规定的权限内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7.依法管理本辖区内旅游投诉的其他事项。
【合肥市巢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2004年l】月5日成立。
位于合肥市包河大道。
内设办公室、规划建设处、经营管理处等机构。
主要负责本行政区划内巢湖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利用、规划和建设管理工作。
社团组织【合肥市旅游协会】由合肥市旅游行业有关团体组织和各旅游企、事业单位在平等自愿的基
础上组成的地区性旅游行业协会。
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具有独立的社团法人资格。
2002年9月正式成立。
会址设在合肥大厦内。
协会接受市旅游局的领导和市民政局的业务指导及监督管理。
内部主要机构有：协会秘书处、饭店专业委员会、旅行社专业委员会和旅游景区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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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安徽旅游第一部全省综合性的旅游工具书——《安徽旅游大辞典》即将付梓，参与同仁莫不深感欣慰
。
《安徽旅游大辞典》是在编纂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省旅游局和省旅游协会通力协作的成果。
2003年初，安徽省政府批准了省旅游局和省旅游协会《关于编纂（安徽旅游大辞典）的报告》，随后
成立了《安徽旅游大辞典》编纂委员会。
2005年之前，委员会主要开展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定了编纂工作方案；二是召开了编纂工作会
议；三是印发了一系列有关编纂操作规范的文件；四是组织十七个市旅游部门及五大山岳旅游区管委
会相关人员，广泛收集整理本地旅游资料，提供了二百多万字的旅游大辞典初稿，编纂委员会进行了
初步审阅、把关。
2006年初，我们委托安徽师范大学旅游系承担《安徽旅游大辞典》初稿的编辑工作，经过编辑小组两
轮修改，2007年5月，形成了第三稿。
此后，编纂委员会又多次聘请有关专家进行编审，于同年12月交付出版社。
在历时五年的时间里，省领导始终对《安徽旅游大辞典》的编写工作予以关注和支持；省、市旅游部
门和省旅游协会工作班子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对编纂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各地参与大辞典条目编
写的同志不避寒暑，潜心研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旅游大辞典编写过程中，省国土资源厅、省建设厅、省水利厅、省林业厅、省文化厅、省财政厅、
省环保局等单位为本辞典附录部分提供了有关资料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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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安徽旅游大辞典(第1版)》既是一本全面展示安徽旅游的宣传用书，也是一部深度了解安徽旅游，集
科学性、学术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新时期安徽旅游业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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