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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委员为安徽发展建言献策
星报讯（记者 张亚琴/文 高斌 张倩莹/图） 1月21日，

安徽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安徽大剧

院举行。会上，1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省政协委员先后登

台作大会发言，围绕文旅融合、营商环境、传统产业改造

升级等方面建诤言、谋良策、献实招，为省委、省政府科学

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省政协委员 郑啸：
激活居民消费潜能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促消费工作，加大政策

支持力度，着力激发消费潜能。但还存在居民消费能力

提升后劲不足、消费分层需求应对不足等问题。

省政协委员郑啸建议要增强消费能力，让居民“能消

费”；优化消费政策，让居民“想消费”；增加优质供给，让

居民“爱消费”；完善消费环境，让居民“敢消费”。完善消

费券发放机制，对发放额度、投放领域、带动比例进行优

化，最大化发挥消费券“乘法效应”。

省政协委员 陈睿：
打好文旅融合组合拳

安徽县域旅游资源丰富，4A级以上景区数量占全省

58.4%，是发展全域旅游的重要基础和支撑。

省政协委员陈睿发言中提到了要坚持全域发力，打

好文旅融合组合拳。首先是开展“徽风皖韵润文旅”行

动，深入挖掘利用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

文化、黄梅戏文化等，创造性赋予县域旅游产品深层次文

化内涵，创新性讲好安徽“小城故事”。聚焦地方文化特

色，培育一批标志性文旅项目。

省政协委员 王永军：
助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截至2024年底，我省传统产业占工业经济的60%左

右，如何加快推进我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省政协委员王永军认为，在市场拓展上要标准先行，

适时修订传统产业标准规范，克服标准规范滞后造成的

应用壁垒，支持新技术、新产品快速走向市场。以新帮

旧，搭建新质生产力嫁接传统产业赋能平台，引导传统企

业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找技术、找市场。

省政协委员 王容川：
超前谋划研究未来城市交通系统

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之一，低空经济在产业

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省政协委员

王容川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将低空地面基础设施建设纳

入城市规划和城市更新，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的低空智联

网。还要超前谋划研究未来城市交通系统。

省政协委员 檀结庆：
多措施发展工业大模型

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核心引擎，大模型正在赋能各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省政协委员檀结庆表示，要想发展工业大模型，驱动

安徽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先要构建协同高效的算力资源

体系，支撑工业大模型发展。要推进数据治理体系建

设，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还要构建多维推广载体，推动

应用快速推广。要以合肥为主体，协同芜湖、马鞍山等

地龙头企业，构建“头部企业+科研院所+中小企业”三位

一体的创新联合体，聚焦芯片制造、边缘计算等关键环节

协同攻关。

省政协委员 王磊：
优化江淮分水岭水资源配置

尽管江淮分水岭地区已初步建成了集供水、防洪、灌

溉等功能于一体的水利基础设施，但水资源短缺仍是制

约该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省政协委员王磊表示，需要不断增强江淮分水岭地

区水保障能力。充分利用淠史杭灌区和滁河干支流大

中型水库水和区域内河湖水、地下水、再生水，统筹挖

潜、优化配置、高效利用。还要区域外引调扩水源，建设

好应急泵站。

省政协委员 吴东斌：
发展耐心资本 服务安徽产业创新发展

发展耐心资本，对于我省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和

新兴产业聚集地，具有重要意义。省政协委员吴东斌

发言建议，需要大力发展未来产业引导基金。按照“一

产业一基金”的发展策略，整合现有省新兴产业引导基

金中的存量基金，产业引导基金存续期延长为 15 年以

上。采取“长周期”“算总账”等考核办法，对基金进行

综合绩效评价。

省政协委员 华子锋：
深化皖澳合作 推动安徽文旅走向世界

省政协委员华子锋提出建议：利用“中国—葡语国家

经贸合作论坛”机制，建立皖澳文旅合作专属平台，定

期举办“安徽—澳门—葡语国家文旅合作论坛”，邀请

业界精英、学者及官员共商合作，分享经验，促进信息

共享与项目对接。设立“皖澳葡文旅融合发展专项基

金”，支持联合产品开发、市场推广、基础设施建设及人

才培养。优化交通网络与服务，加强与航空、铁路、公

路企业合作，增设澳门—合肥、澳门—黄山等直飞航

线，优化交通衔接。

省政协委员 刘乃安：
让“夕阳”事业变成“朝阳”产业

据推算，到2035年我省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将超过

2300万人。省政协委员刘乃安表示，要依托我省特色和

优势资源，加快推动在智慧养老、老年健康、老年出行等

领域的创新发展，培育潜力产业，打造我省银发经济的品

牌和亮点。推进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和智能硬件在老年用品领域应用，培育智慧健康养老

产业新业态。加快东黄山、东九华、桃花潭等休闲度假康

养综合体建设，让“夕阳”事业变成“朝阳”产业。

省政协委员 陈齐：
以更优营商环境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大会上，省政协委员陈齐说，打造更有活力的市场

环境，需建立市场准入动态监测机制，及时发现并破除民

营企业市场准入的显性和隐性壁垒，确保“非禁即入”负

面清单制度落地见效；打造更有保障的信用环境，要建立

失信记录和惩戒机制，对虚报还款金额、工作敷衍塞责的

单位进行通报、约谈，必要时移交相关部门问责。打造更

有智慧的执法环境，要构建数字联合检查平台。

星报讯（记者 唐朝）“希望可以为

我省非遗传承发展注入新活力，推动文

化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让安徽非遗在

全国乃至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作为

一名省人大代表，同时也是一名文化艺

术工作者，在今年的省两会上，蚌埠市杨

氏微雕工作室主任杨洋带来了关于提升

我省非遗“品牌力”的建议，旨在充分挖

掘和利用我省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推动文化强省建设。

杨洋认为，“品牌力”是知名度、美

誉度、诚信度的有机结合，强化非遗品牌

文化、提升其“品牌力”意义重大。

杨洋建议，首先应建立传承人传承

能力评估机制。“目前，非遗传承人的传

承能力缺乏专业评估，这影响了非遗品

牌的宣传以及传承人的授课质量。”杨洋

说道，“通过专业评估，能够帮助大众对

非遗品牌形成正确认知，为非遗的传承

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要建立有效奖励宣传机制。”

杨洋表示，应着重突出非遗的文化属性，

大力宣传那些世代相传、具有鲜明安徽

地域文化特点和人文特色的非遗项目；

鼓励非遗传承人积极参加全国各类评奖

和展演活动，这不仅能扩大非遗传承力

度，还能显著提升非遗品牌的知名度，让

更多人了解我省非遗的独特魅力。

此外，推动非遗创新创造、打造新型

文化交互场景是关键一环。杨洋认为，

应将非遗保护传承与文化事业、文化产

业发展有机结合，支持文化文物单位与

社会机构合作，开发高品质非遗文创产

品，精心打造非遗品牌。“此外，还可通过

非遗文化演艺、艺术生活、智慧康养、亲

子游学等业态，丰富文化内涵，让人们在

亲身体验中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真正

让非遗资源‘活’起来。”杨洋说道。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省人大代表、广德市利民农田水利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施立波长期关注农业发展，在今年省两会上，她提出关于贯彻绿色发展

理念、打造皖南农文旅样板的建议。

在施立波看来，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善了农田碎片化的问题，完善灌溉与排

水系统，能有效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农机空转的时间和损耗，提高农民的耕作

效率。但高标准农田在建设过程中如果规划不合理，大规模的土地平整可能

破坏原有的生态植被和土壤结构。

“今年水稻种植受到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出现稻谷质量未能达到收购

标准的情况，有种粮大户的水稻销售并不顺利。”她建议，皖南地区应充分发

挥其鱼米之乡的优势，大力推广绿色、有机的种植模式，建立绿肥种植示范基

地，生产出更多高质量农产品，提高皖南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竞争力，保持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

施立波认为，有关部门可以出台补贴政策，对种植绿肥的农户给予一定

的资金补贴，对在紫云英种植推广以及综合利用方面表现突出的农户，农民合作

社也可以给予表彰和奖励。“绿肥种植规模扩大，可以让我们的土地实现良性循

环，变成肥沃的耕地。”她表示，紫云英种植方法比较简单，还具有一定的观赏价

值，可同时带动乡村旅游的发展。

施立波还建议，建立耕地质量常态化监测网络，定期对土壤养分含量方面的

指标进行监测评估，依据监测数据采取措施，及时调整耕地质量，实现精准管理。

省人大代表 施立波：
打造皖南农文旅样板

省人大代表 杨洋：
提升非遗“品牌力”建设文化强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