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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文化旅游已经成为丰富

人民精神生活最重要的载体，成为老百姓休闲的最主要

方式。在今年省两会中，多位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

聚焦文旅话题，为安徽文化旅游“把脉”。

□ 记者 徐越蔷 张贤良 汪婷婷 祝亮

省人大代表束馥华：
抢抓机遇，打造高品质文旅康养目的地

2019年，安庆市被列入长三角27个城市中心区，是

安徽省8个长三角中心区的城市之一，这意味着，安庆将

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重要的发展机遇。来自安庆

代表团的省人大代表束馥华认为，“宜秀区为安庆市三个

主城区之一，集山、水、文、城于一体，适合发展高品质的

文旅康养目的地。”

为此，束馥华建议，建设完善区域特色旅游风景廊道

体系，安庆市整体可进入性良好，区域化大交通网络基本

形成，但最能彰显区域文化特色的风景廊道建设滞后。

在建设大别山国家风景道（安庆段）的同时，建议精心规

划设计各县区旅游风景道，融入大别山国家风景道，形成

一个层级分明、覆盖面广的特色旅游风景廊道体系，用廊

道把城区、特色小镇、美丽乡村、景区连接起来。开发建

设沿线旅游度假、特色小镇、乡村旅游点、自驾车营地等

项目，融合安庆市特色文化，完善旅游标识标牌、旅游厕

所、停车场、旅游服务中心等游憩服务设施。

此外，束馥华还认为应该将戏曲文化充分融入康养

旅游，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要机遇，运用打造文旅康

养目的地旅游载体，发挥文化馆、文艺团体等文化产业的

资源优势，借此将戏曲文化弘扬出去，发扬光大，从单一

的黄梅戏向文化交流、文化创意、国际化升级，打造中国

安庆黄梅戏及地方戏曲文化生态保护区。

省政协委员程磊：
以安徽文旅为背景拍摄顶级影视作品及综艺节目

省政协委员、马鞍山百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EO程

磊谈及安徽文化旅游的发展现状时表示，安徽旅游业宣

传形式单调和宣传力度不足，使得安徽旅游业在长三角

旅游圈五省市中的排名靠后。他认为，安徽东临长三角

的江苏、浙江，西接湖北、河南、江西，区位优势明显，“但

除了黄山，其他有品牌的景点如天柱山、八公山尚不为外

人知，尤其是皖北、皖中的旅游也还很不景气，淮南、淮

北、蚌埠、阜阳等地的历史古迹还没有开发。”

程磊认为，影视作品是一种促进旅游产业的有效手

段。比如，《指环王》三部曲问世以来，新西兰美丽的风景

变得家喻户晓；《庐山恋》一夜间让庐山出了名；一部《少

林寺》在唱响中国功夫的同时，把少林寺推向世界……

为此，他建议安徽省有关部门，对安徽的一些知名度

较高的历史名人、历史名城加大宣传投入，特邀全国知名

编剧、导演，以安徽文化元素为基础，拍摄顶级影视作品

及综艺节目，利用电视媒体、院线及网络媒体等宣传平

台，提高安徽的知名度、影响力和吸引力，加快促进安徽

地方旅游经济发展。

省政协委员姚中亮：
博物馆可以配合学校课程陈列展览

“我省博物馆的发展，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极大提

高，但部分博物馆存在馆内文物展品不丰富、基础设施不

完善等一些情况，适合青少年群体特征的展览、活动相对

较少，专门为其设置的教育项目不多。”省政协委员、安庆

市博物馆馆长姚中亮认为，要吸引更多观众尤其是青少

年走进博物馆，就需要把更多优质文化资源创造性地转

化为优质教育资源、优质旅游资源，推进博物馆事业高质

量发展。

为此，姚中亮建议，政府协调督促各地文化和旅游、

教育、文物、财政等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建立协调机制，将

如何推进博物馆开展中小学教育作为重点项目，纳入年

度工作规划，从政府层面建立有效联动机制，从学校课程

设置、课时安排、专职师资配备等方面，给予保障，同时，

建立相关的监督管理机制，完善督导评价体系。

此外，学校可以充分利用博物馆，开展研学游活动，

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姚中亮建议，博物馆可围绕学校

教育尤其是青少年教育的需求，进一步加强资源整合，

在馆内设置适合开展青少年教育的项目，配备必要的

设施设备和专业人员，在设计制作陈列展览时要充分

考虑青少年教育项目的需求，“比如历史类博物馆可以

通过文物藏品、照片和专业书籍，将学校的课程内容形

象地反映出来。”

省人大代表李传红：
推动我省淮河生态经济带文化旅游发展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2018年10月,国务院批

复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标志着淮河生态经济带建

设正式上升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来自蚌埠市的省人大

代表李传红认为，充分发掘好、保护好、利用好淮河流域

的历史文化遗产，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对于提升淮河生

态经济带的历史文化魅力、助推淮河生态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蚌埠作为淮河流域中心城市，当前，

正处在经济快速上升期和对外开

放的新起点，随着国家加快实施

中部崛起战略，安徽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和建

设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蚌埠自身的资

源优势和交通区位优势将进一步显现。”李传红说，只要

共同努力，蚌埠不久的将来必能成为淮河生态经济带文

化旅游重要节点。

李传红建议，安徽将发展淮河生态经济带文化旅游

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成立省发展领导

小组，协调各方力量，在用地指标、交通条件改善、宣传推

介、资金投入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充分发掘好、保护好、

利用好淮河流域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

众所周知，蚌埠市历史文化资源禀赋突出。“目前双

墩遗址和禹会遗址两个考古遗址公园已获国家文物局

批准立项，但由于我省考古力量不足，导致 2007 年～

2009 年垓下遗址考古成果一直未能整理发布，垓下遗

址后续考古工作一直未实施。”为此，李传红还建议省

政府积极协调国家文物局，将垓下遗址考古纳入国家

考古计划，尽快启动垓下遗址考古工作，深入研究和揭

示垓下遗址更多的文化内涵，为保护利用垓下遗址提

供坚实的科学基础。

省政协委员吴灵强：
建立研学游“安徽标准”，打造“研学安徽”品牌

近年来，“研学旅行”尤其是“中小学生研学旅行”需

求不断释放，已发展成文化教育旅游高度融合的新兴业

态，市场发展势头迅猛，但发展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

问题。

省政协委员、黄山市政协副主席吴灵强认为，现行研

学旅行服务规范标准不能适应我省研学旅行资源多样性

需求，省级层面未及时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和行业标准，准

入条件和标准认定把握不到位，受市场经济的主导，旅行

社成为活动策划者与组织者，缺乏教育视角和课程思维，

不注重教育与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导游、解说员或

营销人员成为事实上的研学导师，缺乏专业知识和教育

指导能力，造成内涵丰富有特色的精品课程难以开展，直

接影响研学旅行品质。

“当前，研学旅行市场开发中还存在把研学等同于亲

子游或春游，重游轻学或重形式轻内容。客观上造成与

当地特色、特长结合的精品课程开发较少，高品质研学路

线不丰富，研学产品同质化，大量粗糙复制尊师礼、开蒙

礼等‘热门’课程，违背了研学旅行的初衷。”

吴灵强建议：我省应积极探索建立研学旅行“安徽标

准”，制定我省研学旅行发展纲要，在省级层面统一研学

旅游从业技术标准，形成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的标准

体系，杜绝不达标的市场主体、人员和场所设备开展研学

旅行业务。强化基地建设的指导和监督，科学布点控制

数量，严格基地准入和退出机制。进一步规范和提升研

学旅行基地旅游服务行为和研学课程编制讲解工作，推

动研学旅行健康可持续发展。

深入挖掘和整理我省生态、文化、历史、科技等特色

资源，以徽州文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的集中地为重点，

打造三个研学旅行核心目的地，科学布局一批“研学安

徽”精品路线，分类设计开发突出安徽特色和特长的研学

旅行产品。建设“研学安徽”平台，建立内容丰富、门类清

晰、衔接紧密的研学旅行产品数据库，实现研学旅行资源

信息一站式服务，打响“研学安徽”品牌。

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为安徽文化旅游“把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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