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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随着交通
网络和全域旅游的发展，大美安徽正以崭新的风貌出
现在世人面前。新时代下，如何应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和发展，如何更好地开发和保护文旅资源，听听省人
大代表们怎么说。 ▋记者 汪婷婷

升级文化旅游产品 更好赋能安徽
近年来，安徽旅游景区建设加速推进，游客接待

量持续增长，旅游总收入飞速攀升，文化旅游产品升
级也迫在眉睫。为此，马鞍山市代表团的省人大代表
赵静茹提出了结合互联网方式的思考路径。

赵静茹建议，应加快轨道交通的铺设，做好有效
连接，“我省迫切需要建设合肥—马鞍山—上海之间
的一条高速铁路通道，打通因长三角经济带组建在一
起的各省份、城市之间的距离，大大压缩时间成本。”

赵静茹还看到了共享经济的趋势。她建议，通过
airbnb 类似的方式为美好乡村建设找到后续的延伸
线，“扶贫项目可通过乡村游建立产业链条，将餐饮、
民宿、游玩、服务等衍生的产品线进行连接，更好的拉
动用工、就业经济发展，真正意义上实现美好乡村便
捷旅游。”

加强文化旅游项目包装、注重知识产权也是赵静茹
关注的问题。“可以发挥安徽特有的徽文化并建立强大
的IP ，开发出全国优势资源，通过视频、直播、短视频等
方法综合体现。”赵静茹表示，在微信生态下兴起的公众
号以及小程序链接，也可以使更多旅游产品成为新的流
量入口，为文化旅游提供了一个更便捷的平台。

规范旅游市场 避免导游宰客现象
近日，黑导游辱骂游客、雪乡宰客等新闻层出不

穷。阜阳代表团的省人大代表鹿广振表示，随着旅游
业的不断发展，旅游管理工作不够完善，使得旅游“宰
客”现象越来越严重。为了规范我省旅游市场，提升
安徽的形象，鹿广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认为，首先要正确处理旅游景区淡旺季之间的
矛盾。“许多景区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淡旺季，这就会出
现旺季时景区旅游设施严重供给不足，而淡季旅游设
施又普遍闲置，当地居民全年收入失衡的问题，助长
了经营者通过旺季宰客的行为。”鹿广振分析。他建
议，在淡季可通过组织承办各种展会，组织一些民俗
活动，采用多种优惠等方式吸引游客，让整个城市全
年的旅游业收入尽可能均衡。

在监管方法上，鹿广振建议，政府监管部门可依
据对各餐饮门店消费者满意度的调查和消费者投诉
的统计结果，对餐饮企业进行分级，并将分级标志挂
于店门之上以提示消费者，对满意度低、投诉多、服务
较差的企业进行警告甚至令其停业整顿，对有意欺诈
消费者的行为加大处罚的力度。

“国内已经有多地设立了旅游警察队伍，安徽也
可以有旅游警察。”鹿广振告诉记者，与一些省市相
比，安徽的旅游市场相对规范，不过仍有侵害游客权
益的事件发生，他认为，可设立旅游警察专职维护安
徽旅游市场秩序和旅游治安环境。

对非遗的保护着眼点应放在“人”身上
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了中华文化的精华，是民族

之根，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延续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宿州代表
团的省人大代表李英认为，保护与发展非遗的首要前
提是保护与发展非遗传承人。

“如今，非遗传承人面临后继乏人和环境改变的
窘境，我们认为应该把对非遗保护的着眼点放在对

‘人’的选定、保护、传承上。”李英表示，首先要保证能
选出真正的代表性传承人，其次要保证能让传承人安
心传承，最后要保证能让传承人在一定的空间中开展
传承。

如何对“人”进行保护和传承呢？李英认为，首先
要完善传承人保护制度，“选人是用人的基础，在非遗

传承人保护中，首先要制定传承人的认定标准，要针
对不同门类的非遗特征制定可操作性标准，确保选出
的传承人真正具有代表性。”其次，李英认为，要建立
传承人的技艺档案库，对传承人的技艺进行完整录像
归档，并制作光盘以备传习之用。

“再次，要建立传承人的退出机制。这样，既可以
及时纠正极个别传承人滥竽充数的错误，还可以剔除
个别不负责任、不尽义务的传承人，从而保证传承人
队伍的纯洁与活力。”李英说。

加大对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建设力度
近日，央视的《国家宝藏》栏目火爆全国，掀起了

各地的“博物馆热”。来自淮南代表团的省人大代表
白春艳告诉记者，淮南寿县博物馆珍藏各类文物近万
件（套），其中楚国时期文物396件（套），“随着寿县区
域经济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寿县博物馆已经成为寿
县乃至全省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城市名片，全年游客
接待量已突破30万人次。”

白春艳分析，寿县博物馆现有馆舍设计先天不
足，基本展陈手段滞后，服务功能不完善，空间受限，
远远不能满足旅游接待需要。“主要原因是资金缺口
较大。”为此，白春艳建议，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以保障
项目建设顺利实施。

其次，白春艳希望请省文物主管部门帮助解决文
物筹集问题，“建议由省文物局统一协调，通过组织移
交、借展、复制等方式，整合省内部分国有文博单位相
关文物展品，并加大对项目建设、陈列布展等工作的
业务指导。”

“建成后的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将兼具安徽楚文化
博物馆、寿春城遗址博物馆和寿县地方综合性博物馆
等多重功能，是一个省级层面的大中型博物馆。”白春
艳期盼，通过加强业务能力，将楚博建成全省楚文化展
示研究中心、全国基层示范馆、国家一级博物馆，争创
5A级景区，为寿县留下一座文化艺术建筑传世之作。

升级文旅产品 规范旅游市场
省人大代表为安徽文化旅游发展出谋划策

安徽华茂集团是一家有着60年历史的
国有纺织企业。省人大代表、安徽华茂集团
董事长倪俊龙坦言，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离
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降低电价是最快
最直接的措施。”▋星级记者 刘海泉 文/图

传统产业通过升级
就能焕发生机

作为我省传统产业的佼佼者，近年来，
安徽华茂集团积极探索转型升级新途径，不
断焕发新活力。面对采访，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倪俊龙深有感触。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打造更高质量的供给体系，加快打造创新
型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新技术、新管理、新模式运
用，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化融合。”倪俊龙认为，纺织
作为传统产业，也面临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市场竞争激烈的形势，只有通
过转型升级才能实现健康发展。

“去年，我们对一个纺纱厂进行了技术改造升级，将物联网、机联网、人工
智能等技术应用到纺纱流程上，对设备进行了自动化改造，该项目建成后将
改变传统纺织的运行模式，万锭用工由目前的50人降为15人，劳动生产率大
幅提升。”倪俊龙告诉记者，该项目已被列为2017年工信部纺纱智能制造示范
项目，这说明传统产业通过升级改造就能焕发生机。

建议降低电价鼓励传统企业转型
与此同时，倪俊龙认为传统产业是基础工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离不开

各级政府的支持、引导。
倪俊龙认为，对制造业尤其是传统产业而言，企业通过实施自动化、智能

化来加快转型升级，一方面降低用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另一方面，用电量
增加，电费在企业成本中的占比会越来越大。“当前我省的电价仍然偏高。”

“省政府为推动我省制造业做大做强和提质增效，出台了不少政策，但降
低电价仍然是最快最直接的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措施。”倪俊龙建议，省政府
相关部门能出面协调，进一步降低我省电力价格，持续增强企业转型升级的
动力。

“我们相信，企业主动，政府重视，传统产业通过转型升级就一定能焕发
勃勃生机。”采访最后，倪俊龙这样表示。

省人大代表倪俊龙：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政府支持
看到了百姓“从吃饱到吃好”的需求，

从养殖肉鸡果断转移到养殖番鸭，安庆永

强禽业有限责任公司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

特色养殖之路。“年产值达三四亿，养殖规

模位于全国前列。”

▋星级记者 刘海泉 文/图

“从吃饱到吃好”中找到市场
谈起为什么要养殖番鸭，黄永强笑着

介绍说，“这个番鸭，各地叫法不一样，安庆

这边叫téng，安庆地区一直有饲养的历史，当地认可度较高。原先我是养殖

肉鸡的，做了几年后发现到处都在饲养，没有自己的特色。通过考察，我发现

téng的口感好，营养丰富，加上老百姓的需求高了，以前是吃饱，现在是要吃

好。虽然价格略高但是有市场。就这样，从2012年开始，开始转型专门养殖

番鸭。”

“一开始，大规模养殖的时候，也吃了不少技术上的苦头。后来我们与安

农大、南京农业大学等院校科研机构进行合作。如今育苗养殖技术，已经达

到国际同等水平。”黄永强自豪地表示，“现在我们的规模已经排到全国第二，

年产值有三四亿。”

随着企业实力的增强，永强禽业也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我们这几年

都在积极参与产业扶贫，在安庆市带动了6个贫困村发展番鸭产业，帮助200

多户贫困户脱贫增收。”

家禽产业升级需出台配套细则
黄永强认为，禽业是我省农业经济的重要产业，近年来，禽业疫病、市场

风险、发展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制约全省家禽业可持续发展。

“省政府 2017 年出台《关于促进家禽产业转型升级健康发展的意见》，

重点内容包括稳定发展禽业生产，提升标准化水平，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加强动物疫病防控，优化家禽屠宰厂布局，推进家禽业产业化发

展，加强冷链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行冰鲜禽产品上市，创新流通和消费模

式等方面内容。”黄永强建议加快出台相关配套的实施细则，明确各职能部

门的目标任务，有针对性的出台相关政策及配套资金支持家禽产业转型升

级健康发展。

省人大代表黄永强：

出台配套细则助力家禽产业升级

代表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