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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今

年全国两会上，“长三角一体化”的话题再次引起代表

委员的热议。“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文化应当跟经

济并行向前发展。”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副

主席韩再芬表示，文化不但不能缺席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还要扮演重要角色，国家应给予大力支持。

“去年长三角的艺术家们汇聚合肥，办了一场非常

有影响的文艺演出，这也充分体现了长三角文化之间

的融合交流。”韩再芬说，这是加强长三角文化融合的

一个非常好的案例。韩再芬建议，“将文化一体化纳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让更多人了解喜欢黄

梅戏”，长三角区域文化一体化发展要明确发展方向，

将这一地区打造成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示范区，要

注重突出重点，整合资源，规划具有鲜明特色的产业集

聚区，也要强化制度设计，搭建文化、人才交流平台。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创新和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时代风采，展

现出恒久魅力，成为两会期间代表们热议的话题。

将徽派建筑的维修保护、开发利用上升到国家层面

全国人大代表热议安徽传统文化保护

黄山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徽派古建筑更是

星罗棋布，成为徽州文化的承载体和活化石。“近

年来，黄山市自觉把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作为重大

责任，大力实施徽州古建筑保护利用工程，但还

是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级

非遗歙砚传承人王祖伟认为，黄山市境内建筑点

多面广量大，情形复杂，地方政府保护利用资金

明显不足。

另外，受文物保护、产权流转、消防安全等相

关规定制约，黄山市约有80%的古民居为原居民

居住或空置，处于一种被动的自然衰败状态，利

用空间小，据估算，用于旅游农家乐、民宿客栈的

古民居不足15%。

因此，他建议，将安徽省黄山市全境、宣城市

绩溪、泾县、旌德县、江西省婺源县划为传统建筑

（徽派建筑）保护区，将区域内所有徽派古建筑进

行统一摸排、建档，将徽派建筑的维修保护、开发

利用上升到国家层面。

“希望设立传统建筑（徽派建筑）专项保护

资金。系统性开展传统建筑的保护工作，形成

稳定的传统建筑经费保障机制。”他

还建议，通过以奖代补形式，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传统建筑的保

护利用。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级非遗歙砚传承人王祖伟：

加强徽派建筑保护利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韩再芬：

让更多人了解、喜欢黄梅戏 全国政协委员郑永飞：

促进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一体化发展
如今，长三角一体化已经上升为国家

战略，在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郑永

飞看来，与上海江苏浙江相比，安徽在

区域一体化发展上还存在不小差

距。为了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缩小安徽与上海江苏浙江在区

域经济发展上的差距，郑永飞建议，着

力在几个方面推进安徽与上海江苏浙江

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在科技创新方面，郑永飞支持成立长三角科

技创新共同体，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成立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并将其作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专项规划予以实

施。其次，是支持合肥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

在产业布局方面，郑永飞建议，将长三角产业合作基地纳入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为交界毗邻的后发地区

实现一体化发展探索路径；其次，支持安徽发展具有科技含量的制

造业和服务业，将上海江苏浙江发展势头良好的先进产业扩大到安

徽；此外，支持安徽具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支持人

工智能产业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层次融合，促进长三角人工智能

产业一体化发展；支持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批准试点

智能网联汽车上路测试。”郑永飞说。

在生态环保方面，他建议从国家层面建立跨省干流联防联控机

制，推动建立长江、淮河等干流跨省联防联控机制，系统开展水污染

防治协作。“还要依托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牵

头设立新安江——千岛湖生态国家生态补偿示范区，为在长三角区

域内扩大应用新安江生态补偿试点经验提供典型案例。”郑永飞说。

全国政协委员许礼进：

建立全国数据库，强化电商监管信息化水平
电子商务的出现与发展，极大地改变了

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在全国政协委员、埃

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礼

进看来，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同时，由于

经济利益的驱使，虚假宣传、违法广告、

侵权假冒、刷单炒信等违法现象也随之

出现。“这些不法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

的市场秩序，极大地损害了经营者和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许礼进认为，在电子商

务市场上存在的种种违法行为，由于其出现

在网络环境中，具有虚拟性、隐蔽性、跨时空性等特点，对社会的危害

性更大，且其技术含量较高，发现和认定更加困难。

为此，许礼进建议，建立全国网络交易基础数据库，打通与各地

重点平台的数据对接，主要包括网络经营主体信息、网络经营载体信

息、微信公众号（微商城）信息、网络商品信息等数据，确保电子商务

信息完整、准确、有效。“在这个基础上，为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提

供系统数据接入口，实现数据共享，形成监管合力。”许礼进说。

其次，他认为应建立系列业务功能应用模块，为监管执法人

员提供“发现、分析、处置”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并保持系统功能动

态更新，实现市场监管部门与电子商务重点平台之间以及监管部

门上下之间数据信息的互联互通，精准把握电子商务各类主体的

动态信息。

此外，许礼进还表示，可建立跨区域网络案件查处协调指挥中

心，构建跨地区网络违法行为查处协作机制，“适应网络无地域限制

的特点，从有利于违法行为查处、提高行政执法效率的原则出发，各

地齐抓共管，形成全国一盘棋，让网络违法行为无处遁形,消除执法

盲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